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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 用心说话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高质量发展·记者基层行

沧海横流、江河浩荡。
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荆楚大
地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容颜。各
国媒体高度关注，认为正在走向
胜利的武汉，给全球带来“曙
光”。

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中国力
量激励人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生命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
峻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
战，医务工作者和支援湖北医疗
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
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
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

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
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

今天，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淬
炼出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谱
系上再次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断汇聚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磅礴力量。

这是万众一心向前进的中国
精神——众志成城 舍生忘死

突如其来，疫情汹汹！
（下转4版①）

从磨难中奋起
——武汉战“疫”凝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

新华社记者

杨柳吐绿纳新枝，春风摇曳送旧
时。

张家界高新区的车间里，生产机
器的轰鸣声阵阵；重点工程的施工现
场，热火朝天的作业早已开启⋯⋯伴
着逐渐回暖的春日，我市复工复产也
持续升温。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我市立足于早、立足于实、立
足于准、立足于严，坚持“两手抓、
抓两手、两手都要硬”，科学研判，理
性决策，连续出台硬核举措，加强精
准分类指导，细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的措施办法，全方位推动各类企业和
项目复工复产，吹响了“两条线”作
战的冲锋号。

截至 3 月 30 日，全市重大项目
和企业复工复产整体实现了应复尽
复、能复则复，各行各业基本恢复了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其中，全市 214
个项目，复工 214 个，复工率 100%，
到岗率 99.8%；全市企业 1637 家，复
产复产 1523 家，除服务业、住宿餐饮
业外，其他行业复产率均达95%以上。

越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激流险
滩”，伴着春天的“勃勃生机”，我们
正向着目标进发。

高效指挥，及早着手谋复工：
下设 10 个行业工作组，全力协调

推进各项工作
复工复产，是企业所愿，是民心

所盼。只有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不放
松，才能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降至最低、才能用发展的成果减少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
委、市政府及早谋划，把疫情防控工
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同研究、同安排、
同部署。随着张家界疫情形势逐渐向
好，复工复产工作早早提上日程，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
全市的重要课题。

第一时间，我市成立了党政主要
领导担任双组长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并
内设 10 个工作组，及时升格由市长任
指挥长，加强指挥和协调，做到全市

“一盘棋”。
“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前提下，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科学
安排施工。”市委书记虢正贵、市长刘
革安多次深入项目建设一线精准指
导，集中交办问题多批次，对 9 个市
重点建设项目、172 家规上企业进行
督办；协调解决落实丝路荷花国际文
化产业园、红壁岩大桥、大庸古城等
30 多个项目企业的防疫物资，为项目
企业安全复工复产解除后顾之忧。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
损失补回来！”一声令下，全市上下闻
令而动、精准发力，一项项惠企政策
相继出台，一个个重大项目相继复
工，一家家企业恢复生产。

35 名市级领导、35 家市直单位深
入推进“三抓三促”，联系帮扶 5 个园
区、6 条重点产业链、35 家重点企
业、35 个重点工程、33 个重大招商项
目、近千个企业项目，为企业“上门
服务、马上就办、限时办结”，为项目

“解决问题、保障要素、实现目标”。
高频率、高标准的精准调度，让

复工复产更加有序。根据企业、项目
复工复产清单、“时间表”和“路径
图”，我市坚持“每日一调度、每日一
报告、每日一通报”，以上率下、履职
尽责，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
力；市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坚决落
实“日调度”，精准指导开展驻项目疫
情防控联络工作，全市复工复产按下

“快进键”：
2 月 28 日，75 个重点项目 100%复

产；2 月 29 日，市本级市政项目全面
开复工；3 月 5 日，全市 211 家规模工
业企业复产 208 家，复产率达 98.6%；
3 月 13 日，全市 214 个项目全部复工，
复工率达100%。

破解难题，打通壁垒促复工：
开辟要素保障“绿色通道”，开展

稳岗就业“春风行动”
“疫情期间不能出去了，我就到本

地的服装厂来上班，在汕头这些年积
累的技术和经验，正好可以带回来教
给大家。”3 月25 日，原在广东省汕头
市上班的谷小平正在桑植县胡氏服装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忙碌着。疫情
期间，桑植县有 3000 多人跟谷小平一
样选择了回乡就业，成为助力全市复
工复产的重要力量。

用工难、员工返岗难、资金难、
运输难，是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和
项目建设普遍面临的问题。为此，我
市“对症下药”，帮企业和项目建设方
打通资金链、供应链、产业链、物流
链，畅通“微循环”。

疫情防控物资短缺，是企业、项
目复工复产初期面临的首要难题。为
此，我市全力协调解决复工企业防疫
物资问题，协调帮助 4 家企业新建口
罩生产线，每天投放 2 万只平价一次
性医用口罩至 105 个投放点。同时，
相关部门还主动筹集物资送到项目和
企业，口罩、消毒液和酒精、防护
服、护目镜、额温抢、小马灯等防疫
物资先后送往企业和项目，解了他们
的“燃眉之急”。

没有人，复工复产难以实现。2
月 9 日起，一系列“云招聘”“春风行
动”在全市涌现，人社部门实行“点
对点、一站式”运输服务，让农民工

“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推出稳
定就业 12 条措施，对向市内企业输送
员工的乡镇 （街道） 最高给予 20 万元
的奖励，安排 400 万元补贴疫情防控
期间的入孵企业，全力促进复工复
产。

（下转4版②）

重振雄风再出发
——全市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姣 通讯员 秦海峰

本报讯 “感谢信贷支持，让
我扩大了种养场子规模。”近日，桑
植县桥自弯镇种养大户谷忠兵说。

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桑
植县农商银行积极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认真梳理小微企业客户清
单，精准发力，助力企业顺利复
工复产。该行结合实际，建立疫
情防控信贷业务绿色通道，出台
专项信贷支持政策，开展“暖春

行动”，筹措 2.2 亿专项低息信贷
资 金 ， 开 发 福 祥 暖 医 贷 、 兴 商
贷、助微贷、富农贷等四款专项
贷款产品。

同时，桑植农商行采取“线
上预约+线下走访”的服务模式，
开辟审批发放“绿色通道”，缩短
客户办贷时间，满足政府机构、
企事业单位等疫情防控资金的紧
急提现、紧急划转等金融需求。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
桑植农商银行已累放贷款 4.89 亿
元，发放复工复产专项贷款112笔
3265 万 元 ； 续 贷 企 业 贷 款 4 笔
1735 万 元 ， 个 人 经 营 贷 款 89 笔
1860 万元，农户贷款 178 笔 1690
万元，为推动复工复产贡献金融
力量。

（本报记者 向文
通讯员 黎治国 张思）

桑植农商银行累放贷款近5亿元

本报讯 日前，永定区区长朱法栋变身“直
播达人”，向网友推介“张家界莓茶”，一个小
时就卖出1055件。

“张家界莓茶”是永定区重点发展的扶贫产
业。近年来，该区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在全区 10 多个乡镇建立莓茶
生产基地和加工厂，吸纳带动贫困劳动力就
业。去年，该区莓茶种植面积 6.5 万亩，年产干
莓茶 1750 吨，实现种植加工综合产值 12.75 亿
元。

随着疫情转好，该区加快推进莓茶企业复
工复产。在王家坪镇宋家溪村，贫困户李雄楚
正在莓茶基地里忙着除草、松土，“抢抓时节，
把前期延迟的工期追回来。”他告诉记者，去
年，他家栽种 8 亩莓茶，获得收益 9000 多元，
今年丰产后，收益可达4万元。在罗塔坪乡长寿
村，购买莓茶枝条的外地人络绎不绝。村民杨
爱国说，2016 年以来，他家种植莓茶 170 亩，
去年除去成本纯收益达48万元，“光卖扦插的莓
茶枝条，就赚5万多元。”

在抓紧复工复产的同时，该区积极开展品
牌塑造。与科研院校合作，在品牌培育、品质
提升上下功夫。目前已注册茅岩莓、天门郡等
23 个莓茶品牌，培育 11 家省、市级龙头企业，
开发出莓茶面膜、含片、黄酮营养液等一系列
深加工产品。借助“互联网+媒介+渠道+消费
者”的方式，通过带货直播、电商等多种平台
和多种形式，为“张家界莓茶”推广销售。

“打造全国名茶，培育农民增收的当家产
业。”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介绍，今年，永定区
莓茶种植规模将达到8万亩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25 亿元以上，带动 2 万人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
上。 （田育才 邓武成 郑龙腾）

永定区去年莓茶
综合产值达12亿余元

4 月 2 日，永定区罗塔坪莓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杨祚平和 30 多
名村民正在为莓茶除草、剪枝。

2016 年，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
杨祚平，回乡当起了一名新型职业
农民。“从事莓茶种植，一方面是看
中家乡自然资源丰富，适宜莓茶种
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去家乡信
息和交通相对闭塞，村民的许多土
特产卖不出去，更谈不上卖个好价
钱，我想改变这种状况，为家乡的
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杨祚平谈起
回乡的初衷。

“莓茶卖得好，看到了致富希
望。”杨祚平说，他把自己种植的莓
茶，销售给深圳的朋友，得到大家
交口称赞。第二年，他一下子流转
了120多亩田地来种植莓茶，并和深
圳雪兰方古传食饮公司签订协议，
公司负责收购，他负责种植。

2018 年，在乡党委、政府积极
引导、大力支持下，杨祚平发挥自
身资金、技术、人脉等资源优势，
联合村民成立了种植合作社，壮大

莓茶产业。目前合作社共有农户 60
户，种植面积达700多亩，去年销售
额达到300多万元。

随着合作社规模扩大，给当地
村 民 们 带 来 了 不 少 就 近 务 工 的 机
会。 贫困户杨祚喜家有 5 口人，父
亲年老多病，两个小孩上学，家庭
负 担 沉 重 ， 自 从 他 在 合 作 社 务 工
后，生活的窘境得到缓解。“自己种
植 4 亩莓茶有收入，基地干活一天
100 元，挣钱照顾家庭两不误。”杨
祚喜高兴地说。

“不仅要自己赚钱，还要带动乡
亲们就近就业，一起脱贫致富。”杨
祚平介绍，2019 年，合作社基地仅
支付务工工资就达 60 多万元，今年
预计支付务工工资70多万元。

“如今，莓茶已成为罗塔坪乡第
一产业，是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
的亮点产业。我们还会继续加大扶
持力度，促进莓茶产业快速发展，打
造成张家界莓茶第一乡村，带动更多
农户脱贫奔小康，助力乡村振兴！”罗
塔坪乡党委书记伍振吉说。

从深圳回来种莓茶
本报记者 宁惠 腾子伟 李享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推而未
广的分餐制再度受到社会关注。推
广分餐制，使之成为人们的生活常
态，而不是战“疫”应急，关键是
引导大家真正认识到分餐的好处，
同时也要把配套工作做实做细，避
免炒概念、大呼隆。

推广分餐制，重在引导。分餐
是方式，不是目的。推广分餐制的
初心，是倡导形成文明健康的就餐
习惯和礼仪。国内外研究表明，相
比合餐，分餐而食在减轻幽门螺旋
杆菌等病菌经由餐具和唾液传播方
面有着明确作用。疫情之下，人们
更加关注健康饮食，这正是推广分
餐制的有利时机。要发挥好业内专
家和各类媒介的引导作用，也可充
分挖掘社区工作者等群体的宣介作
用。

推 广 分 餐 制 ， 要 有 管 长 远 的
“制度设计”。最近，世界中餐业联
合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共同组织起草了 《中餐分餐制、公
筷 制 、 双 筷 制 服 务 规 范》 团 体 标
准 ， 从 行 业 倡 议 提 升 到 标 准 化 层
次。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分餐制
实施指南。这些做法为常态化推广
分餐制奠定了基础。还要让制度细
化可操作。比如，公勺公筷大一号
避免用混，推广按位上菜等。

推广分餐制，避免“一刀切”。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56 个民
族饮食习惯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
个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
同家庭就餐习惯也各不相同。这是
今天中国的国情，要认同多样性、
尊重多样性，因势利导。同时也要
把分餐导致餐馆成本增加等情况考
虑进来，把工作做得更细。

推广分餐制，说到底是要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新华社）

推广分餐制要让制度细化可操作
刘红霞

本报讯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发出通知，授予桑植县五道水镇芭
茅溪村等村“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 《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和 《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及 《国

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 （试行）》，
在各地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推
荐、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评审公

示的基础上，全国评价认定 3639 个国
家森林乡村，我市共7个村获此殊荣。

（皮运楚 甘协成）

7个村被授予“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春上惠风吹，机械育秧忙。
“看，这个部分出土量过多，得

划拨均衡。”4月1日，慈利县零溪镇
墨 园 居 委 会 首 次 推 广 大 棚 集 中 育
秧，被“拖”过来的 85 后技术员向
佐敏负责秧盘育秧播种机的操作和
管理，遇到些难题时，他一边用工
具示范，一边给农户作耐心指导。

在 2000 余平米的大棚内，六七
名工人忙中有序，在摆盘、铺土、
撒稻种、覆土、洒水、搬运等流水
线的操作下，一盘盘播撒“希望”
的种盘被整齐排放至棚内，静待 20
天内长成三叶一芯的优质秧苗。

“机械育秧能缩短生长周期，比
人工育秧短 8 天。”棚内机器轰鸣作
响，合作社负责人向延奇扯着嗓子
告诉记者，在合作社流转的 2700 余
亩土地中，确保今年计划种植早稻
1100 亩，“为提高效率，必须要全程
推广机械集中育秧模式。”

“每小时 900 盘，可满足 18 亩稻
田，关键是成活率可达100%。”育秧
工人覃仁玉负责摆放软盘，速度越
来 越 快 的 她 还 不 忘 给 记 者 算 效 益
账，“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大棚就会

摆满秧种盘。”看着洒满希望的软
盘，覃仁玉开心地笑了。

不一会，大棚内摆满育秧软盘。
播撒希望的另一端，汪家桥村

的水田里暖意融融。多个小温棚内
一株株正处于炼苗期的嫩绿秧苗，
正接受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

“ 再 过 10 天 ， 秧 苗 就 可 栽 种
了。”趟着泥巴对每个温棚揭膜，移
动 时 溅 出 的 泥 屑 散 发 着 春 天 的 幽
香，汪家桥村民朱法香在对秧苗的
水分和温度进行管理。

正农时，育秧忙。为确保“米
袋子”稳产保供，慈利县对早稻生
产进行补贴，并在产业扶贫项目中
优先支持早稻种植经营主体。“专家
送技到大户，到田间地头⋯⋯”该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粮 油 站 负 责 人 王 琼
说，慈利组建技术专家队伍，每个
技术专家负责指导2-3个早稻种植经
营主体，确保技术指导到户，以及
全年1.65万亩的早稻种植任务完成。

此刻，惠风吹绿苗，于水田环
望，不远处，大型耕整机快速穿梭
田地里，“轰轰”的声响越过田埂，
回荡在希望的田野上。

春育秧，粮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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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傍晚，随着最后一片 T 梁的成功安装，安慈高速控制性工程——位于慈利县苗市镇黄花溪村的保安大桥全线架
通。自2月15日复工以来，该项目标段加人加班赶工期，复工率达100%，复工后累计完成投资46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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