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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有保障 一揽子财税
金融政策支持防疫保供

“目前看，各地疫情防控经费是
有保障的。”据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
介绍，截至 2 月 6 日下午 5 点，各级财
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667.4 亿元，
实际支出284.8亿元。

陆续出台十余条财税支持措施；
加强国库库款调度，保障基层防控
以及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
出需要……余蔚平表示，财政部已要
求各级财政认真落实各项保障政
策，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针对湖北武汉一些疫情严重地
区防控物资供给紧张的情况，国务
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再推出一批
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
功胜表示，人民银行已设立 3000 亿
元专项再贷款，实施优惠贷款利率，
加强对重要医用、生活物资重点企
业的金融支持。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介绍，疫情

发生以来，银行业主动对接医疗器
械、药品、防护服、口罩、消毒用品、
疫苗研发等企业融资需求，全力保
障抗击疫情资金需求，重点信贷投
放累计已达2100多亿元。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攻坚克
难的关键阶段。”余蔚平说，推出一
揽子财税金融政策，有助于进一步
降低相关企业生产运营和融资成
本，加大防疫物资和医药产品供给
保障力度，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更好支撑。

为了落实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税务总局总审计师兼货物和劳务税
司司长王道树表示，在疫情防控期
间，税务部门采用非接触的方式来
创新纳税服务，优化电子税务局功
能，推动网上办税缴费，现场办税分
批错峰，确保纳税人安全办理缴税
缴费事项。

余蔚平表示,下一步还将跟踪
政策实施情况，对各方面反映的一
些突出问题及时研究政策预案，确
保政策聚焦疫情防控，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企业获帮扶 多举措缓解
小微民企融资难融资贵

受疫情因素影响，一些企业，尤
其是一些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正
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

对此，潘功胜表示，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由于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
更容易受到疫情冲击，特殊时期需
采取一些特殊政策。

2 月 1 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
了30条政策措施。

“其中很多政策措施，就是针对疫
情特殊时期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
企业的。”潘功胜说，政策举措将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
区、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据周亮介绍，针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银保监会已要
求银行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

一些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对湖北省
内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去年基础上再

次下调 0.5个百分点。不少银行为受
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增加了专项信贷
额度，为小微企业提供有力融资支持。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
要从治本上下功夫。

周亮表示，今年将重点从增量、
降价、提质和扩面四个方面做好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单户授信 1000 万
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要
实现“两增”；努力实现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综合成本进一步降低；提
高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续
贷和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新增贷款
要更多投向首次从银行机构获得贷
款的小微企业。

调控政策足 疫情不改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及
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备受市场
和社会关注。

2 月 3 日中国金融市场如期开
市，运行平稳。“金融市场以它特有
的方式展现了对中国政府控制疫

情、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信心。”潘
功胜说。他表示，股市、汇市经过开
市初期的短期波动之后，已经基本
恢复正常运行。在过去的几个交易
日，股票市场企稳回弹，人民币汇率
仍然呈现有升有贬、双向小幅波动
的特征，这些表明中国金融市场韧
性增强，逐步走向成熟。

在宏观调控方面，余蔚平介绍，
今年财政赤字安排已考虑了一些不
确定因素，有信心完成今年各项财
政指标。

“我们的工具箱是非常充足的。”
潘功胜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
国仍是少数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的
国家，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稳增长。

他判断，疫情可能会对我国一季
度经济活动造成扰动，但在疫情缓
解后，中国经济将会迅速企稳，前期
推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所释
放，中国经济会出现补偿性恢复。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
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
潘功胜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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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金融部门详解支持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2 月 4 日从上午 9 时到晚上 6 时，
立春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沈阳市急救
中心皇姑二分中心站长张义龙和他
的转运搭档——护士长潘晶都是在
一台负压监护型急救车上度过的，和
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名需要从朝阳
市转院到沈阳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

张义龙和潘晶都是沈阳急救中
心疫情应急转运组成员。转运组负
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确
诊病例和必要的密切接触者等的转
运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多例确诊病人
和疑似病人的转运工作。

“转运能力是考验沈阳医疗救治
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疫情的第一道
急救保障。”沈阳急救中心主任李保
军表示。

昨日上午，本报记者与其中的四
位成员面对面，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抗
击疫情故事。

驱车4小时
从朝阳拉回新冠重症患者

张义龙回忆最早一次接到关于疫
情转运任务：“是从沈阳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的发热门诊送到沈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是个大学生，从深圳上学假期
回到沈阳，途经武汉，回来之后发热，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是阳性，就由我们
负责转运的。”张义龙表示。

最有挑战性的转运发生在 2 月 4
日。

“这是一名在武汉定居已经16年
的朝阳人，42岁，今年过年，一家四口
自驾回朝阳凌源。发生疫情之后，现
在全家都在朝阳二院隔离治疗，只有
他是重型患者。经过专家会诊，建议
他到沈阳市六院来诊治，经过评估，
他的情况也可以转院，组织就把这个
任务交给我和我的搭档潘晶。为这

次转运任务，我们动用了负压监护型
急救车和负压担架。”张义龙表示。

当天上午 9 时，张义龙从沈阳出
发，下午3时从朝阳返回，晚上7时许
抵达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他是一型呼吸衰竭，双肺都白
了。刚上车时血样浓度只有85，比正
常人低了10个百分点，全程我们对他
进行高浓度高流量的面罩吸氧，随时
监控他的情况。为了稳定他的情绪，
我还得不停地和他说话。他在负压
担架里，负压担架上面是一个封闭的
负压舱，有三个进气孔，一个带过滤
装置的排气孔，这样保证不会有病毒
流出来。我又穿着防护服戴着面罩，
和他说话，每一句话都是喊出来的。”
张义龙表示。

4楼抬下发热高龄老人
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

牛懿是沈阳市急救中心大东一

分中心站长，也是沈阳急救中心疫情
应急转运组成员。

2 月 3 日 12 时 50 分，正吃午饭的
牛懿接到指令称有发热患者需要转
运。牛懿立刻组织班长黄杰、护士长
臧娇穿上防护装备。

“患者是一位高龄老人，有心衰
病史，有疫区人员接触史，此次发热
有可能加重病情，且行动不便无法下
地。我们小组立即带好装备赶往现
场，到现场发现患者家在四楼，而且
是老旧小区。楼梯特别窄，穿着防护
服的情况下就只能过一个人，最后决
定用履带式楼梯搬运担架搬运患
者。平时我们都是有担架员的，这次
特殊情况还是要尽量减少接触，就都
是我们自己干！”牛懿表示。

“上楼之后先安抚患者情绪，然
后开始工作。我是倒退着下楼，不时
地要将担架抬起保证履带能在台阶
上正常工作。一会儿里面的衣服就
湿透了，然后水蒸气就到了眼罩，随

着走动在眼罩内不停打转。4 层楼
梯，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才下去。”牛
懿回忆。

从初一起转运8人次
最小的只有15个月大

姜秋颖是沈阳市急救中心铁西三
分中心站长，从业已经20多年，是沈阳
市急救中心少有的女性站长之一。

从正月初一开始接到第一个转运
任务，她已经成功完成了8次转运任务。

“初一下午4时许，正要吃团圆饭，
指令来了，我当时在苏家屯区的父母
家里过年，赶紧赶回站里。需要转运
的是一个21岁的女孩。”姜秋颖表示。

几次任务中，姜秋颖有两次的转
运对象都是孩子。

“最小的是 15 个月大的女孩，按
照要求，疫情转运对象是不让家属跟
着的，孩子太小了只能让妈妈抱着，
孩子含着安抚奶嘴，一路上都很乖

的，最后送到了儿童医院。还有一对
父女，父亲 37岁，女儿 6岁，转运前我
们都要和接收医院联系好，因为穿上
了防护服就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有
临时情况都是通过指挥中心用车载
电话免提联系，很不方便；联系时我
就多问了一句，结果发现沈阳市第十
医院只能接收大人，而儿童医院只能
接收孩子，最后找到一家医院，可以
接收父女两个人，”姜秋颖表示，“每
次转运工作结束，转运对象都会对我
说谢谢，这让我感到我做这样的工作
特别值得。”

转运结束要消杀
洗手18次 流程要1小时

“疫情期间，中心投入使用 15 台
负压监护型急救车专门转运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相关病例，应急转运
组成员共45人。

我们组建了 3 个应急保障梯队，
根据疫情需要，适时启动第二及第三
应急梯队。”沈阳急救中心主任李保
军表示。

“每次结束转运，我们的车和人
都要到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专
门消杀。负压监护型急救车的消杀
就要进行2个小时。我们工作人员的
消杀，一共有 20 多道程序，如果是三
级防护，就是两层防护服、三层手套、
三层鞋套，需要在三个不同楼层的工
作间进行消杀。整个消杀流程大约
需要一个小时，洗手就要洗 18 次，你
看，我这手都爆皮了。”张义龙介绍。

“同样穿防护服时也要特别注
意，一般都是至少两个人帮忙，尤其
是戴帽子，自己根本够不着。包括一
根头发在内，确保没有任何暴露在外
面的地方。”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沈阳市急救中心疫情应急转运组成员讲述抗击疫情

驱车4小时 从朝阳拉回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沈阳市急救中心疫情应急转运组准备出发。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摄

应对疫情，防控经费够不够？如何加大防疫保供力度？怎样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在7日举
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财税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了支持疫情防控、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相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