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在30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3月18日我国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以来，仍有零星散发病例报告，提示要落实、落地
防范疫情反弹的各项措施，做好社区防控，持续巩固阶段性成果。据世卫组织最新通报，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累计确诊病例增速连续7天超过10%，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要做好从境外
到国门、从国门到家门的全链条防控。

国家卫健委：落实、落地防范疫情反弹的各项措施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二级巡视员靳军号在30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确实关注到境外有客观上回国的需求，对一些需求集中、飞行目的地有接收保障能力的城市，我
们会视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民航也有能力及时开通临时的加班包机。

境外有客观上回国的需求
民用航空局表示会视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

有序推动制造业复工复产，
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和全球供应链
安全。当前，制造业复工复产情
况如何，工业运行是否会有影响，
如何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30 日
上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
人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作出回
应。

疫情不可避免会让企业生产
经营受到冲击，产业链循环受到阻
碍，对工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前两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13.5% ，实 现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38.3%，企业亏损面达到36.4%。中
小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冲击影
响较大。

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和
复工复产的有序推动，工业经济呈
现出稳步恢复的态势。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8 日，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
开工率为98.6 %，人员平均复岗率
约为 89.9%。钢铁、电子行业复岗
率均超过90%，纺织、机械、轻工等
在 70%至 90%之间，重点行业加快
复产，产能进一步释放。

“多数地方反映，3月份工业经
济运行情况明显好于前两个月，一
些行业产能利用率稳步回升。”辛
国斌说，发电量降幅收窄也表明了
生产的回暖。

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我国
5G 手机产品类型 76 款，累计出货
量超过 2600 万部，其中 2020 年出
货量 1300 余万部。部分高技术产
品逆势增长，也为工业经济运行注
入动能。

“我国具备庞大的产业规模、
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
场，工业经济展现出了应对复杂严
峻局面的韧性与活力。”辛国斌说，
疫情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
的，总体可控的。但也应高度关注
国际疫情蔓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
影响。

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占据关
键位置，但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
在疫情中受到影响也较大。一段
时间以来，我国出台了包括减税降
费、减免租金、新增优惠利率贷款
等一系列举措加大力度帮扶中小
企业。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3000亿元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的专项再贷款已累计向 5000 多
家企业发放 2000 多亿元，5000 亿
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已
累计发放了 2000 多亿元。今年 1
至 2月，全国清理政府部门和大型
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181亿元。
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链协同

等也加快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辛国斌说，工信部在前期推动

51家大型龙头企业和 7300余家核
心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基础上，又分
两批梳理了41家龙头企业、379家
核心配套企业，采取“一事一议”

“一企一策”方式解决企业困难，推
动产业链协同复产。

目前上述龙头企业及核心配
套企业基本上都恢复了生产，带动
上下游 40余万家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富士康近百家核心配套企业
都已复工复产，带动上下游 1万余
家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
峰说，截至 3 月 29 日，我国中小企
业复工率已达到 76.8%，“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明显高于
总体水平。下一步，还将强化政策
落地、强化服务帮扶，出台精准举
措加大对中小企业“赋能”。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
产国，原料药生产企业 1500余家，
维生素、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等在
国际市场上的占比都在50%以上。

在国际疫情蔓延的当下，加大
原料药的生产，对全球医药供应链
稳定意义重大。

工信部全面梳理全国原料药
产业链情况，从目前来看，企业生
产经营已恢复正常，复工复产率
和 主 要 产 品 达 产 率 均 在 80% 以
上，部分品种产量超过去年同期
水平。

辛国斌说，工信部将组织实
施重点产品监测和生产调度，协
调解决出口运输等问题，加强对
接，组织企业有针对性开展供应
服务。

针对社会关注的呼吸机生产
和出口情况，工信部产业政策与
法规司司长许科敏回应，截至 3月
29 日，主要呼吸机企业累计向全
国供应呼吸机 2.7 万多台，其中有
创呼吸机 3000 多台。据不完全统
计，3 月 19 日以来短短数日，已紧
急向国外提供有创呼吸机 1700 多
台。

“我国有创呼吸机生产企业共
有21家，其中8家的主要产品取得
了欧盟强制性 CE 认证，已签订单
量约 2万台，每天还有大量的国际
意向在洽谈。”许科敏说，工信部组
织国内重点企业、地方有关部门，
研究产业链协同扩产措施，也要求
企业严格质量管控，加强安全生
产。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生产能力
将进一步提升，为疫情防控国际合
作作出更大贡献。

本版稿件文图均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29 日将联
邦政府关于在全美范围内保持“社
交疏离”的指导意见有效期延长至4
月 30日。这一指导意见原定 3月 30
日到期。而几天前，特朗普还在考
虑4月中旬复工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白宫态度大转
变凸显美国疫情蔓延之迅速、防控
形势之严峻。但面对如此困境，美
国政界仍难以形成合力，联邦政府
同各州政府、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
利益不同、意见不一，给有效应对疫
情带来阻碍。

特朗普 3 月 29 日在白宫记者会
上说，美国疫情可能在未来两周内
达到峰值。他一改此前乐观语气，
称复活节后复工只是“一个愿望”，
他期待美国能在 6 月 1 日前走上复
苏之路。

态度转变的背后，是美国疫情
快速蔓延的现状。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29日晚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 14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2500例。

29 日记者会上，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
奇说，基于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
可能导致美国 10万至 20万人死亡，
超过百万人感染。他指出，如果不
采取足够措施来缓解危机，他的这
一预测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现在陷
入两难境地：一边是对他竞选连任
至关重要的经济表现，一边是飞速
增长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如果推动

复工则会加速疫情蔓延，如果严格
防控则会加剧经济下滑。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近来
一直受到一些商界领袖的“电话轰
炸”，他们警告如果美国经济继续

“关闭”，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损
害特朗普连任的机会。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人呼吁特朗普政府“尊重
科学、讲究证据”，不要屈从于商界
的压力。

美国疫情告急，不仅给国民健
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对经济社
会造成严重冲击，还暴露出联邦政
府与州政府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的
问题。

在防控疫情方面，美国各州“自
扫门前雪”，而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向
各州提供资源支持，并在联邦层面
发布卫生、旅行指导意见等。由于
缺乏充分沟通协调，一些提议或举
措往往会成为激化联邦政府与各州
政府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比如，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对
纽约市及其周边疫情严重地区采取
隔离措施，这立即引发相关州政府
对白宫权限的质疑，引发不小风
波。压力之下，特朗普作出妥协，仅
要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针对
上述地区发布“强有力的旅行建
议”。

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格蕾
琴·惠特默最近抱怨，一些供货商优
先考虑联邦政府的订单，导致该州
购置医用物资的订单被取消或延
迟。为此，她呼吁制定医用物资供
应的全国性策略。而特朗普则反唇

相讥，指责惠特默准备不足、应对不
力。

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法教
授劳伦斯·戈斯廷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是前所未见的灾难，美国的联邦
制度明显没能很好应对，在需要所
有人共同努力时，人们看到的却是
分裂和争吵。

如果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是
上下之间的矛盾，那么民主党与共
和党则是左右之间的对立。由于
此次疫情已经不可避免成为影响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因
素，两党正在围绕抗疫展开激烈博
弈。

对于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举
措，民主党人的批评力度始终不减，
从最初集中火力指责特朗普政府

“反应迟缓”“轻描淡写”，到针对2万
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展开马拉松式
的激烈辩论。虽然财政刺激计划最
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民主党人依
然纷纷对此表达不满，认为这是给
公司送上“历史性大礼”。而特朗普
拒绝邀请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及其他民主党人到场见证财政刺激
相关法案签署，再次凸显双方之间
的宿怨。

另外，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
总统拜登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
措施也多有批评。他还推出自己应
对疫情的计划，包括改革医疗体系、
刺激经济等一系列措施。

美联社 29 日发表文章指出，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凸显党派分歧
的加深。

疫情对工业影响多大？
如何保障供应链稳定？
怎样扶持中小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话题

美国疫情告急 他们还在忙着扯皮

3月28日，医护人员将病人送往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急诊室。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18时40分（北京时间29日6时

40分），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2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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