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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落实
“七个严禁”和“六个必须”工作要求、
为所有市级监管企业安排“安全秘
书”、对企业进行分级安全监管……自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以来，大连精准施
策，强化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的安全生
产。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应急管理
部门共组成50多个复工复产专项安
全督查检查工作组，排查和整改问题
3099 项，全市各类生产经营性事故
数量同比下降55.6%。

早在 2月初，大连市就组成 8个

调研组，对各地区、部门和企业疫情
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项调
研，深挖企业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
解决对策。与此同时，推出“企业未
辨识风险、排查隐患，未落实防控措
施的不得复工复产”等7项监管服务
举措和“必须严格落实岗位、装置的
巡检制度”等 6 项管控要求，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工作。

为了向市属监管企业提供精准
的安全服务保障，大连集中应急管理
部门的力量和资源，保证每1家企业

至少有1名安全监管人员作为“安全
秘书”。“安全秘书”下沉一线，随时为
复工复产企业进行“点对点”安全指
导协调，及时排忧解难。

大连市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分
级监管指导。对安全管理好、安全
基础强、安全生产诚信的企业，强化
履行安全承诺制，实施简化检查程
序，积极促进生产；对重点行业企
业、风险较高以及管理薄弱企业严
格把关，“安全秘书”深入企业一线，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指导
企业排查整治风险和隐患，坚决杜

绝因疫情防控而滋生次生风险或发
生事故。目前，市、区两级应急管理
部门已实现对全市监管企业安全督
查检查全覆盖。此外，大连市按照
火灾危险性细化区分为高、中、低三
档，帮助复工复产企业精准防控消
防安全风险。

大连市还为风险较高、规模较
大的大型生产企业和危化企业聘请
行业专家，对企业的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设备运行等方面进行网上会
诊和现场检查，帮助企业有效防控
安全风险。

精准施策指导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大连市级监管企业有了“安全秘书”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3
月 9 日，记者获悉，大连市各交通口
岸部门积极保障全市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目前，大连市交通运输企业
累计开复工 1641 家，公交、出租车、
地铁一直保持运营，开工率达100%，
道路客运除高风险地区外全部开通，
货物运输企业开复工率为82%，完全
能够满足当前的运输需求。

疫情期间，大连市民航、铁路、水
运、公交、地铁、出租车等运输企业始
终克服困难坚持运营，省际港口客运
站每日安排进出港船只20余班，日均
进出港旅客2000余人，保证充足运力
和低于50%的客座率；全市20个陆岛
客运站全面恢复通航，保障居民出行
和物资运输；公交企业增加配车、增
开区间车、开通大站快车，安排应急

运力，进一步压缩车隔，避免车厢拥
挤；地铁集团每条线路预留两列应急
车辆；2月 23日起，全市 52个高速路
口全部开放，普通公路11个卡口全部
撤销，货运车辆正常通行；道路客运
班线和旅游包车有序恢复运营，目前
已开通运营客运站8个，恢复客运班
线375条；大连火车站自2月21日起，
按需恢复开行沈阳、丹东、延吉、吉林
等返程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19列。

加快制定“大连健康码”实施方
案，在地铁、公交、出租车等领域推广
使用，为人员分区分级管控提供支
持。同时，大连市多渠道争取国家、
省资金支持，及时下达 2020 年普通
公路建设养护第一批投资计划，加快
推进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有序
推进交通建设项目开复工。

大连1641家交通运输企业复工

3 月 9 日，沈阳市沈北工业园内的龙头企
业——辽宁禾丰牧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呈现一
派繁忙的工作场景。在预混料工厂，一包包新

生产的饲料被大货车运往养殖户家中。
据了解，自从复工复产以来，禾丰牧业积极

组织生产，目前每日可生产饲料2000吨，产能

基本恢复到年前的水平。今年前两个月，企业
各种饲料的销量同比增长40 %。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产能恢复 禾丰牧业销量同比增四成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盒要尽快产业化，免洗
消毒润肤洗手液最好有个性化包装，
我们帮忙申请批文和联系买家。”3
月9日，锦州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来
到辽宁汇普源生物医学科技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指导企业生产。

抗击疫情期间，锦州市对高新技
术企业采取“保姆式”服务，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工作人员下沉企业进行
一对一施策、点对点帮建。对因疫情
停工停产的高新技术企业，锦州协调
相关部门为其提供防疫物资，最大限
度地提高企业复工率。针对资金紧

张的问题，锦州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金
融机构搭建网上交流平台，实时互通
资金供需情况，及时实施精准放贷。

锦州还开展科技应急攻关专项
行动，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抗击
疫情所需的新冠病毒高效检测试剂
盒和防护产品等新产品、新技术开
发。连日来，工作人员多次来到辽
宁汇普源生物医学科技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帮助免洗消毒润肤洗手液
系列产品通过国家应急绿色通道获
得生产批文，联系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等医疗机构为企业产品
找到销路。

锦州“保姆式”服务
帮高新技术企业渡难关

“给国家作点儿贡献，别怕这怕
那的，只有勇敢才能战胜一切，才能
够顽强、有力量！这是我的希望。”屏
幕中的奶奶语言质朴、坚定。手机另
一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孙子充
满斗志，“奶奶放心，我一定坚守岗
位，决不让您失望！”

这是90岁的奶奶和90后孙子的
隔空对话。奶奶杨春雨 1930 年生，
16 岁参加革命工作，17 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是一名有着 73 年党龄的老
党员。孙子王天聪今年 27 岁，是沈
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刑侦禁毒大队

民警，党龄6年。
传承红色基因，打赢抗疫硬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大队里的
骨干民警，王天聪主动请缨加入青年
突击队，义无反顾地冲到疫情防控工
作的第一线。“奶奶常常跟我们讲，作
为共产党员，越是危急时刻，越要到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正月初七起，王天聪便穿戴着
全套防护装备，昼夜坚守在三台子高
速公路出入口，逐车逐人核查信息、监
测车内人员体温。经历了几场暴雪，
加上连续作战，王天聪略显憔悴，但他

依然“钉”在岗位上，“决不让疫情从这
里通过，这是我们警察的职责！”

王天聪的妻子也是一名警察，在
沈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工作。为确保
监区安全稳定和在押人员健康，从正
月初四至今，她一直封闭在单位。“监
区里不能使用手机，连电话都打不
了。”说到这里，王天聪停顿了一下，低
下头看了看手机上他和妻子的合影。

最让王天聪放心不下的还是奶
奶。近几年，奶奶身患重病，一直在
与病魔顽强地抗争着。往日里，王天
聪一休息，就赶往医院看望老人，但

现在却没有办法。
“疫情当前，天聪就应该守在岗

位上！”病榻上的杨春雨老人了解自
己的孙子，更理解他。为了鼓励孙
子，老人特意让家人把自己对孙子的
嘱托与希望录制成视频传给王天聪，
于是就有了后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的那段视频。

疫情不退我不退。按照任务安
排，王天聪转战沈阳北站北出口疫情
监测点，每当累了、乏了，他就拿出手
机看看奶奶那段“只有勇敢才能战胜
一切”的视频。

90岁的奶奶鼓励坚守抗疫一线的90后孙子——

“只有勇敢才能战胜一切”
本报记者 陶 阳

战疫 我们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3月
9日，记者从鞍山市人社局获悉，鞍山
把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
复工作为稳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以

“点对点”服务，积极助力有需求的企
业异地职工返岗复工。截至 3 月 8
日，鞍山共发送“点对点”复工专车30
台次，运送返岗人员500多人。

鞍山市成立了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联动工作小组，并
指导县（市）区、开发区建立相应的保
障机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组成的横向工作联系群
和市县两级组成的纵向工作服务群，
随时沟通、专人负责、共享信息、专班
行动，共同为离鞍返鞍的复工人员提
供服务。

与此同时，鞍山通过媒体、网站、
微信等积极向企业宣传人社部“点对

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支持有需求的
企业将异地返岗职工信息上传。同
时，每日动态从网站接收数据，及时提
醒各县（市）区、开发区联络员迅速联
系企业，落实返岗职工情况，询问有无
困难、是否需要帮助，并将联系情况在
微信群里反馈，对于每一条返岗人员
信息，联络员都坚持联系企业到位、跟
踪服务到位、防疫落实到位。

鞍山还为需要跨省、跨市集中返
岗的企业人员开通“点对点”返岗复
工专车，提供家门到厂门的“门对门”
服务。为确保外出务工人员的安全，
鞍山承运企业出发前对往返行程中
的行车时间和停靠服务区作出详细
计划，确保司乘人数不超过座位的
50%。同时，外出务工人员上车前要
测温、扫码、核实登记身份信息，确认
无误后才出发。

鞍山“点对点”助力异地职工返岗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经
过 10 天的网上洽谈，3 月 6 日，江苏
格莱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的医用口罩生产线项目落户辽
阳经济开发区，该项目创下辽阳市招
商引资从洽谈到签约的最快纪录，填
补了该市生产熔喷布和口罩项目的
空白。

格莱保公司是一家生产医疗器
械及相关产品的企业。本次入驻辽
阳经济开发区，将租用现有厂房，建
设 10 条医用口罩生产线、两条熔喷
布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6000
万元以上，纳税200万元以上。

辽阳市营商局了解到格莱保公
司的投资需求后，迅速成立项目服务
小组，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
帮助企业查找疫情期间市级有关优
惠扶持政策，并协调市直部门进行政
策解读；另一方面，协调县、区千方百
计寻找合适的生产厂房。太子河区
主动对接，帮助投资方洽谈落实租用
厂房，并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研究
区级优惠政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项目快速落地。

辽阳线上招商
促成医用口罩项目签约

本报讯 经过紧张的筹备，3月
7日，盘锦佳合晟世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口罩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是盘锦
第一条口罩生产线，日可生产KN90
级别防护口罩 6000只。公司后续两
条一次性医用口罩全自动生产线将
于3月中旬安装，投产后日产量可达
2万只。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口罩等重
要物资紧缺。佳合晟世公司将物表

消毒液生产车间改造成口罩生产线
车间，双台子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等
单位开辟绿色通道，就项目手续办
理、设备订购安装、原材料供应等事
项给予大力支持和服务指导。2 月
29日，企业试生产出首批产品，经省
质检部门检测，达到 KN90 级别，可
以投入批量生产。3月 7日，企业正
式开始生产口罩。

刘奕菲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第一条口罩生产线投产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3 月 9 日获悉，沈阳高新区 9 家企
业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我省共有
87家企业入选。

沈阳高新区此次入选的企业包括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新
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硅基
科技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东软熙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沈阳
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无距科
技有限公司、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这些入选企业在疫情防

控物资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复工复产、扩大产
能、增产增供，有的将融资需求全部
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省、市、区各级政府给予企业大力支
持。浑南区、沈阳高新区“一企一策”
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采购、物流、融
资、用工等困难，为企业线上招聘员
工1600余人。

入选国家级保障名单后，这些
企业将享受中央、省、市在贷款利率
和贴息方面的优惠政策，可显著降
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力推动企业
技改升级。

沈阳高新区9家企业
入选国家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3月9
日，记者从朝阳市获悉，一场脱贫攻
坚战在该市开始最后的总攻。今年，
朝阳市确保7088名未脱贫人口全部
脱贫，确保年人均收入 5000 元以下
的4.69万名已脱贫人口不返贫，确保
100 个贫困边缘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明显改善。

朝阳是我省贫困人口最多、脱贫
攻坚难度最大、脱贫任务最重的地
区。近年来，朝阳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
第一民生工程，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

定性进展。到去年年底，全市累计有
5个贫困县摘帽、662个贫困村销号、
17.5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
年。朝阳市进一步明确任务，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挂牌督战，集中力量向
脱贫攻坚发起最后总攻，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对剩余的7088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和4.69万名年收入5000
元以下的已脱贫人口，朝阳市采取县
级挂牌督乡、乡级挂牌督村、村级挂
牌逐户销号的方式，张榜公布，确保
每家每户都有人抓、有人管，逐户逐

人对账销号。对17.5万名已脱贫人
口开展全面排查，找问题、找漏洞、找
弱项，一项一项整改清零，一项一项
对账销号，巩固脱贫成果，确保稳定
脱贫。

今年朝阳市将重点抓好产业
扶贫，做大做强一批有特色、有支
撑力的扶贫产业；全面推广“党支
部＋实体经济＋农户、贫困户”模
式，整合扶贫资金，建设扶贫产业
园，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稳定增
收；重点抓好“飞地经济”，确保每
个乡镇场街道新落地开工投资规

模 5000 万元以上项目两个以上。
在产业带动的同时，朝阳将重点抓
好低保兜底保障，确保年收入低于
贫困线的人员全部纳入低保范围。

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朝阳市加大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
帮扶，密切跟踪受疫情影响的贫困人
口情况，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
措施，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同时，积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
产，做好农资供应等春耕备耕工作，
用好产业帮扶资金，促进扶贫产业持
续发展。

做大做强扶贫产业 逐户逐人对账销号

朝阳今年确保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

人勤春来早，奋力正当时。3月
3 日一大早，和煦的暖阳穿透薄雾，
照耀在银装素裹的本溪满族自治县
草河口镇正沟村，在现代化的牛舍
里，哞哞的牛叫声奏响了裕麒生态牛
业有限公司的晨之舞曲。

“老张，快点铺上草，‘花花’要
生了。”8 时 25 分，裕麒生态牛业有
限公司的技术员高德金大声喊着
正在给牛喂饲料的工人张显华。
高德金一边托着小牛的脑袋，一边
给母牛“花花”做按摩。

临近9时，浑身带着热气的牛犊
降生了，母牛“花花”回过头开始舔舐
牛犊。“快看，这牛犊的眼睛又大又漂
亮，我们就叫它‘大眼睛’吧！”高德金
好长时间没有夸过哪头牛了。

“这是我们今天接生的第一头牛
犊，从春节到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出
生58头牛犊了。”裕麒生态牛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景彪高兴地说，“疫情
期间，我们虽然没有进一步引进种
牛，但我们克服困难，加紧进行现有
母牛的繁育。”

一年前，裕麒生态牛业有限公司
投资1000万元在正沟村东沟四组建
立了养殖基地，从国外引进纯种西门
塔尔种牛，并聘请黑龙江农业大学教
授进行技术指导。“现在，我们有成品
牛200多头。随着小牛的出生，到今
年年底，我们牛的存栏将达350头左
右，未来3年到5年时间，我们将发展
到 1500 头的规模，实现产值上千万
元。”吴景彪憧憬着。

“下一步，我们将采用‘公司+
农户’的形式，动员周边村民积极

发展养牛业。”正沟村驻村“第一书
记”倪威插话说。“我们公司免费为
农户提供小牛，还提供技术和饲料
服务，让农户饲养育肥，公司再收
购。”吴景彪憨憨地补充道，“现在，
由于我们的繁育和饲养技术好，小
牛犊很抢手。”

“接下来，我们准备筹建肉牛
集贸市场，让周边市、县的养牛大
户都到我们这里来交易。”吴景彪
打开公司未来发展的规划图，信心
满满地说。

“牛”产业点燃山乡致富希望
本报记者 葛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