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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交出了 2019 年度经营成绩单。报告期内，
保利发展实现签约销售 4618 亿元，位列行业前
五、央企第一。实现营业总收入 2360 亿元，同
比 增 长 21.3% ；净 利 润 3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6%；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80 亿元，同比增长
47.9%；收入利润稳步增长，实现高质量稳健发
展。此外，保利发展控股充分发挥多元化融资

优势，有息负债综合成本仅 4.95%，优于行业平
均水平。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保利发展控股有效把
握市场主流需求，持续优化升级产品，强化了
一、二线城市及核心城市群的深耕力度。在坚
持以不动产投资开发为主、以综合服务与不动
产金融为翼的战略指导下，丰富生态平衡内涵，
完善多元的利润增长模式。

保利发展2019年报发布：
营收净利再创新高，生态平台加速成型

今 年 一 季 度 ，辽 宁 省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1717.2 亿元，降幅比前两个月收窄 6.9 个百分
点，低于全国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位居全国
第8位。

为应对疫情影响，省商务厅先后会同省财
政厅等相关部门出台支持外贸外资企业防疫

情、稳增长19条政策，全面梳理国家和我省出台
的涵盖社保医保、财税、金融和海关等方面的25
项政策，研究提炼形成全省商务政策包，宣讲到
企业，确保各地用足用好政策。

3 月当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明显好转。据
悉，目前全省 96.5%的外贸重点企业开复工，说

明年初以来，我省采取的一系列外贸稳增长政
策效应逐步显现。

据辽宁省商务厅相关数据显示，我省在“一
带一路”的区位、地缘、产品优势明显，与沿线国
家经济互补性强，外贸发展空间广阔，共建“一
带一路”，对于推动市场多元化和稳定外贸基本

盘，意义重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599.5亿元，增长17.6%，占进出口总值的34.9%。

从进口商品看，一季度我省进口原油396.1
亿元，增长 91.7%，占全省进口额 36.6%；进口铁
矿砂及其精矿 71.3 亿元，增长 22.4%，占全省进
口额的6.6%。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一季度 辽宁进出口总额1717.2亿元

记者 20日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3月份居民消费市场
趋于活跃，销售企稳回升，价格稳步回落。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一季度市场消费下降
较多，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9.0%。主要呈现几个特点：

——消费降幅逐步收窄。3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5.8%，降幅比 1 至 2 月收
窄4.7个百分点。

——线上消费平稳增长。1至3月，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增速比1至2月加
快2.9个百分点；一些大型电商平台3月份网络
零售额同比增长10%左右。

——生活必需品消费刚性增长。3 月份居
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类商品加快增长，粮油食品

类、饮料类、中西药品类商品分别增长 19.2%、
6.3%和8.0%。

——重点商品销售回升。3 月份耐用消费
商品降幅明显收窄；生活工作日常用品销售由
降转增。

——物价水平涨幅回落。3 月份 CPI 同比
上涨 4.3%，涨幅比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猪肉
价格连续7周回落。

这位负责人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消费
市场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新增长点。总
体来看，疫情对消费短期影响较大，中期影响平
缓。

随着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居民消费信心逐步恢复，后期消费将稳
步回升，疫情不会改变我国消费长期稳定和持
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据新华社

商务部：3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趋于活跃

最高人民法院 20日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一）》，其中明确，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来自
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等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了解，这份意见为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提出十条具体措施。

“意见专门对劳动者、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
中小微企业的帮扶等作了规定。”最高法研究室

负责人介绍，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
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湖北等疫情相
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意见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严厉惩处制
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
等防疫物品以及食品、药品的行为，维护社会市
场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中小微企业司法保护方面，最高法意见

强调，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
施。

意见同时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引导当事人
和解协商、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要依法准确适
用不可抗力规则，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受疫情
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
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综合考量疫情
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
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

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法部分或者全
部免除责任。

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
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
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
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
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意见还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诉讼时效中
止、诉讼期间顺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灵活采
取保全措施等内容作了规定。

据新华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复杂局面，保住基本
民生，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时期需要关键举措。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出台多项保民生举措。我国生活必需品、医疗物资、电气水热等

基本供应总体平稳，食品、药品、基础工业品、基本公共服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有序运转，14
亿人的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

但要看到，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就业压力明显上升，这对于保障基本民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形势错综复杂，更需有力应对。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迎难而上，积极担当、主动作为，有针对性地把各项保障基本民生政策措施压紧压
实、抓细抓好。

一方面，民以食为天，要进一步稳住“米袋子”“菜篮子”，保障主副食品供应，为百姓基本生活需
求提供充足供给；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加就业，全面强化保障就业举措，及时调整政策力度，减
负、稳岗、扩大就业多措并举。特别是在疫情之下，不少群众生产生活面临困难，要加大民生领域投
入力度，强化对困难群体救助措施，做好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兜住民生底线。继续加大扶贫力度，
千方百计做好贫困地区劳动力务工就业，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受疫情影响，“在线”活动日益成为人们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增强“在线”思
维，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建立民生保障数据库，加强数据共享，优化和完善民生服务
流程，进一步提高民生政策精准度。

挑战越艰巨，越要把民生冷暖挂在心头。期待各地拿出更多保基本民生的实招硬招，切实解决
实际困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据新华社

因来自疫情地区遭解雇？最高法咋说

首季央企效益下滑
国资委“硬核”举措稳增长兜住民生底线 鼓足发展底气

国务院国资委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季度中央企
业生产经营面临挑战，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下滑。不过，伴随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央企运
行出现了积极向好迹象。

“正视困难，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当日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下一步将实施“硬核”举措，坚决遏制效益下滑
势头，尽快实现稳定增长。

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同比下降11.8%，超过八成企业营业收入
下滑；实现净利润1304亿元，同比下降58.8%，57家企业净利润下滑，26家企业经营净亏损。

“中央企业效益的下滑是阶段性的，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可以尽力减少和挽回。”
彭华岗给出了明确判断。

事实上，一系列央企运行指标，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
一季度中央企业原油、原煤产量保持增长，建筑类中央企业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3.7%。
3月份中央企业火电企业发电量、水运企业货物总周转量均已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4

月份以来成品油、钢材日均销量均已接近去年正常水平，售电量比去年同期已略有增长。
走过极不寻常的第一季度，接下来中央企业该如何把经济遭受的损失降下来？全年任

务目标能否完成？彭华岗表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在动态完善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实
施开拓市场、深挖潜力、加快升级、深化改革以及防风险、守底线等一系列举措，坚决遏制效
益下滑的势头。

在拓展市场方面，一方面要巩固开拓国内市场，加快现有项目建设和订单生产的进度，
把握疫情缓解以后恢复性增长的机遇；另一方面要积极做好国际化经营。据国资委宣传局
局长夏庆丰介绍，近三年来，央企每年海外投资金额都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涉及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资源开发、产能合作、技术研发、工程投资等诸多领域，未来要进一步做好国际化
经营，不断巩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转型升级方面，要优化产品服务，切实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夏庆丰表示，国资委
将指导中央企业加大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布局，
加大在生命科学、远程医疗、医药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快促进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同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继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后，又一国企改革专项工程——百户科
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科改示范行动”）近日启动。

市场人士认为，无论是对冲疫情影响，还是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根本上要依靠深化改
革。

据介绍，今年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继续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健全
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战略性
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等七大改革重点领域发力，提升国企改革综合成效。 据新华社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