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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通报最新感染者情况：

连续两天新增感染者降至个位数
4月10日0-24时，辽宁省新增

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
市报告（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新增1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沈阳市报告9例、鞍山市报
告2例、锦州市报告1例（为外省关
联病例）。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9例。

截至 4月 10日 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1605 例（含境外输入 210 例），治愈出院 1517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 86 例(本土 83 例、境外
输入 3 例)。目前，尚有 709 例（本土 683 例、境
外输入 26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观
察治疗。

沈阳市新增 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系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新增 9 例本土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均系隔离点内例行核酸检测
发现。按行政区域划分：其中于洪区 7 例、和
平区 2 例。以上感染者 1021-1029：均为集中
隔离点内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结果为阳性，
均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

沈阳市科学精准开展流调溯源。全市卫
健（疾控）、公安、工信部门集中流调骨干力
量，协同联动，高效运转，依托大数据手段，快
速排查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第一
时间落实闭环转运、集中隔离、核酸检测、信
息横传等防控措施，做到应隔尽隔，应检尽
检，不漏一人。

对涉疫场所进行严格管控，实施终末消
毒。截至 4月 10日 24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及感染者的行动轨迹，本轮疫情累计划定疫

点2376个，累计完成终末消毒面积达899342平
方米。

做好综合研判和风险评估。对达到相关防
疫标准的集中隔离人员，有序分批次解除集中
隔离。截至 4月 10日 24时，本轮疫情共解离密
切接触者 16077人，均按规定落实闭环转运、居
家健康监测等要求。

沈阳市进一步开展核酸检测工作。2022年
4月10日8时至11日8时，沈北新区、苏家屯区、
法库县、康平县继续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
累计检测23.3万人，结果均为阴性。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12345-6”
为游子解决“后顾之忧”

2300余份！
沈北再发“暖心蔬菜包”

“感谢政府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怀
和爱护”。4 月 11 日，在沈北新区辉山
环卫所上演了暖心一幕：该区发改局正
在将一份份“暖心蔬菜包”发放至所内
工作人员手中，现场不时传来感谢的话
语声。

现场发放人员介绍说，此次沈北共
为环卫工人和防疫志愿者准备了 2300
余份“暖心蔬菜包”，每份蔬菜包主要包
括土豆、茄子、豆角、黄瓜、胡萝卜等食
材，当前的辉山环卫所只是此次“暖心蔬
菜包”发放活动的6个点位之一，其余如
清水台街道、道义环卫所、虎石台环卫所
等5个点位的发放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疫情之下，除了夜以继日奋战在一
线的“天使白”，也有像“志愿红”和“环卫
橘”这样的群体为了疫情清零不计得失、
不遗余力地工作战斗。他们奔走一线，
配合医护和防控人员，强化日常宣传管
控，为群众核酸检测、物资保障提供暖心
服务；他们忘却危险、起早贪黑、任劳任
怨，为全区 19 个管控区清运垃圾 24.34
吨，并对重点场所开展日常消杀作业，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始终坚守在一线，从
城市的“美容师”变成了城市的“守护
者”，用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
雪。沈北新区此次将目光锁定防疫志愿
者和环卫工人两个特殊群体，精心策划、
及时慰问并送去关怀，于是出现了文章
开头的感人一幕。据了解，此次活动也
是几日前省、市组织为特殊群体发放“暖
心蔬菜包”活动的延续，沈北新区在前期
已为区内低保户、特困户、独居高龄老
人、残障人士、优抚对象和劳动模范等群
体发放“暖心蔬菜包”的同时，又向上级
申请新一批蔬菜包，兵分六路发放至各
相关街道和环卫所，并由街道和环卫所
转至志愿者和环卫工人手中，截至昨日
14时，所有点位的发放工作已全部结束。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环卫工人收到“暖心蔬菜包”后竖
起大拇指。 沈北新区供图

“12345，有困难找政府”。日
前，沈阳市营商局增设“12345-6”游
子专线，为身在外地的沈阳游子提
供上门探望亲人、为在沈亲人特别
是老年人提供购物、购药、心理疏导
等各类服务。

健康监测探视
上门核酸采样

当身在外地的子女担心家里亲
人身体健康及疫情防控等问题时，可
拨打“游子专线”。专线将协调社区
工作者及志愿者对亲人定期进行健
康监测探视，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状
况。同时，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安全
健康教育，传播权威疫情信息，普及
科学防控知识，确保在家中的亲人掌
握个人防护措施、培养健康生活习
惯。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上门
核酸检测采样，在集中检测点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代展码等
服务，帮助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代买生活必需品
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疫情防控下，菜市场、大型生鲜超
市等部分场所限制性措施较为严格，
采买生活物资更多需要通过线上下
单，而部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应用不
够熟练，基本生活保障可能面临问题，
家中有独居亲人的外地人员可拨打

“游子专线”求助。专线将沟通所在街
道、社区主动询问其各类需求，为其提
供代买、送货等服务，全面保障好各项
基本生活需求。

如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身体突发
健康问题，需要就医买药，身在外地的
子女可拨打“游子专线”求助。专线将
第一时间将诉求转至社区，解决就医
买药问题。如需紧急就医，专线将启
动紧急协调机制，根据所在地区的具
体情况，第一时间沟通相关医疗单位，
开通绿色通道，确保顺利就医。

专业心理咨询团队
提供心理疏导

当在外地的子女发现亲人心理
发生异常变化时，可向专线求助。专
线将依托专业心理咨询团队及志愿
者队伍，主动通过电话沟通、实地探
访等多种手段，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进行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恐惧等不良
情绪，帮助其建立心理防线，保障其
心理健康。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纾困解难10问10答②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减免

沈阳都有啥政策措施
应对疫情，支持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为了将有关政策措施及时、准确传递，本报推出纾困解难10问10答系列报

道。通过对有关政策措施进行梳理，将市场主体最关心的问题，帮您解答。
在本期，我们继续聚焦沈阳市日前出台的《沈阳市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应对疫情影响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纾困解难政策措施》。
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在疫情期间关心的税费减免有何政策措施，可通过本
期报道了解。

注：该政策措施执行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
政策措施原则上实行“就高不兼得”，所需财政资金由市、区县（市）按照1:1比例承担。各项条款由
相关责任单位负责解释。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1答：对在50%税额幅度内减征“六税两费”的适用主体，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展至小型
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并一次性退还上述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1问：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何税费减免政策？

2答：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
售收入，免征增值税；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2问：有阶段性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3答：2022年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
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3问：对个人所得税有减免吗？

4答：对因疫情导致劳动者不能返岗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用工。

4问：劳动者因疫情导致不能返岗，企业可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5答：实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协商采取弹性灵活方式安排工作时间。

5问：企业可实施灵活用工措施吗？

6答：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6问：企业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可调整薪酬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吗？

7答：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的，缓缴期至2022年6月30日。

7问：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缴纳医疗保险费，可缓缴吗？

8答：2022年受疫情影响企业，可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5%。

8问：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降低缴存住房公积金比例吗？

9答：2022年受疫情影响生产困难的企业，可缓缴住房公积金或降低缴存比例最低至3%。

9问：受疫情影响生产困难的企业，可缓缴或降低缴存比例吗？

10答：企业申请缓缴和降低比例实行承诺制。疫情期间，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业
务实行非接触办理，企业住房公积金经办人可登录沈阳政务服务网住房公积金页面，根据页面操
作提示办理。此项政策执行期至2022年12月31日。

10问：疫情期间企业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比例申请实行何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