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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你们真正做
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疆。你们是光明的使
者、希望的使者，是最美的天使，是真正的英
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
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对奋战在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给予高度的评价、热情的赞扬，称他
（她）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总书记指出，
在湖北和武汉人民遭受疫情打击的关键关头，
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
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
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
了世界。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
本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这是全党全国全
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你们是最大
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
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
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
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面对来势凶猛
的疫情，湖北全省和全国各地包括军队在内
的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义无
反顾、毫无畏惧投入防控救治工作，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日夜奋战，舍生
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间赛跑，与病
魔较量，发挥了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武
汉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最辛苦，
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压力，有的不
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以身殉职，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她）们为患者带来希望、带来
光明，他（她）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可歌可泣，
他（她）们不愧为最美的天使、真正的英雄、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这场严峻斗

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挺在一线、连续奋战，体
现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彰显了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
直前、舍己救人的责任担当，展现了顽强的意志
品质，张扬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她）们当中，
人们看到了“90后”“00后”群像，特别是驰援湖
北的4.2万多名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是“90
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00后”。他
（她）们不怕苦、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经受考验，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年轻一代的责任、担当和价
值，以英雄壮举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了榜样。

“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医务人员是
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医务人员健康是战胜
疫情的重要保障，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
护、爱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他们，
有关部门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
落实好工资待遇、临时性工资补助、卫生防疫
津贴待遇，尽快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大
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广大医务工作
者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取
得最后胜利。医疗救治工作仍然是第一位
的，要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集中优势医
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最大限度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努力提升救治水平。“党
中央和全国人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永远是
你们的坚强后盾！”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话
语，给广大医务人员以信心和力量，我们相信
广大医务工作者一定能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神圣使命！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记者 刘强）3月12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会上表
示，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
的。但是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改变完成任
务的决心和信心，要保持目标不变，加大工
作力度，确保年底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刘永富说，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贫困人口务工、扶贫产品销售、扶
贫项目开工等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务工受
影响。2019年贫困人口跨乡务工共2729万
人，截至今年 3 月 6 日仅 1420 万人，占
2019年实际人数的 52%。但是在疫情好
转、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后，2月28日到3月
6日这一周时间里，跨乡务工人数增加了
300万人，预计之后还将提速。二是扶贫产

品销售、春节期间的旅游业受到了影响。
这方面也在逐步采取行动，化解不利影
响。三是扶贫项目开工受到影响。许多扶
贫项目关系群众的出行、生产、饮水等，到
3月6日，1/3的扶贫项目已经开工。“我们要
发展一些短平快的项目，把损失的时间夺
回来，再加上以前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基本
完成，我们对巩固脱贫成果、如期完成任务

还是有信心的。”
目前我国还有52个贫困县尚未摘帽，

这些贫困县退出标准和时间是否会有变
化？刘永富说，贫困县退出的标准不会变，
时间安排总体上也不会变。为了检验脱贫
攻坚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中央决定要在
今年开展脱贫攻坚普查，这项工作已经开
始部署，预计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年初完成。

国务院扶贫办：疫情不会影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 刘强）3 月 12 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表示，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
已经过去。

在当日发布会上，米锋通报了最新疫

情情况。他介绍，3月11日0时-24时，武
汉新增确诊病例8例，已经降至个位数；湖
北除武汉以外，所有地市已连续1周无新
增确诊病例；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确诊病
例 7例，其中 6例为境外输入病例。以上
信息提示，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

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疫
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要把医疗救治
工作摆在第一位，不麻痹、不厌战、不松
劲，毫不放松抓紧各项防控工作。

米锋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全国
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

控举措，为国内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中
方愿继续秉持公开、透明及对全球卫生
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
与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有效合作，
为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本报讯（记者 李锐）3月10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参与疫情防控服务复工复产
有关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3月8日，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在建项目共19.25万个，已开复
工11.19万个，开复工率达到58.15%。南方
复工率高于北方，15个省复工率超过50%。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筑工地的疫
情防控责任落实到位和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
监管责任落实到位，是有序复工复产的底
线。同时，针对不同地区疫情对建筑工程、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工作的影响程度，要
统筹做好建筑工人返岗、建材供应、建筑工地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3月5日，住建部专门发布通知，鼓励和

支持企业分区分级有序复工复产。一是自
动延续企业资质。对勘察设计、建筑施工、
工程监理等企业资质，有效期在6月30日前
期满的，自动延续到7月31日。在此期间，
可继续参加工程建设和招投标等活动。二
是鼓励以银行保函等替代保证金，减少企业
资金占用；鼓励银行对资信良好的建筑企业
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给予支持，对
于一时困难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三是大
力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线上全流程办理，
采用在线申报、在线审批模式，对其承诺的
提交材料可在疫情后补交。

住建部：推动建筑行业有序复工复产

战疫情抓春耕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春耕农资
应急调度保供组了解到，除湖北省外，
全国 30省（区、市）春耕农资企业复工
复产、道路运输、门店营业、到村入户等
情况均有不同程度好转，但一些中高风
险县域农资供应保障仍有一定困难。

目前，农资重点企业产能逐步恢
复，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七成以上，产能
恢复超过六成。全国 362家重点种子
企业复工率 92%，产能恢复至 62%，较
上周提高 10 个百分点；128 家重点尿
素企业复工率 69%，磷酸一铵、二铵企
业复工率分别为 62%、61%，钾肥企业
复工率 88%，复混肥企业复工率 51%；
1497 家农药生产企业复工率 70%，春
季所需小麦和油菜用药企业复工率
92%；82 家农膜企业复工率 75%，产能
恢复至66%。

据全国农技中心市场观察点监
测，基层农资市场逐步恢复回暖，门
店营业率上升至 78%，较两周前提高
35 个百分点。浙江、福建、安徽、广东
等南方省份农资门店营业率超 95%。
一些北方省份门店营业率达到 65%，
辽宁、陕西、青海等地营业率超 80%，
但新疆（含兵团）、黑龙江、北京、山西、
山东等地营业率只有50%左右。

据 1496 个农业县反馈，近期农资
到村入户率较上周明显提高，县级无
农资缺口占六成以上。华南种子入户
率超 90%，西南水稻、玉米种子入户率
为 60%-80%，长江中下游早稻种子入
户率 50%左右；化肥平均入户率 48%，
农膜平均入户率 59%，湖北省化肥入
户率尚不足20%，明显低于往年同期。

近期，春耕农资应急调度保供组
通过部际、部省、部企调度保供协同机
制，指导各地落实农资企业优惠政策，

帮助打通运输堵点，多层面协同推动
农资保供工作。目前，6591 家种业企
业已纳入稳产保供名单，14 家种业企
业获专项再贷款12.74亿元，10家企业
获 8.47 亿元授信额度。同时，共调剂
化肥 16.82 万吨、农药 800 吨、中稻种
子 1800 万公斤，对接解决湖北省春耕
农资缺口需求。

当前，农资保供仍面临部分地区
运输“微循环”不畅，中高风险地区“最
后一公里”需要关注，部分企业用工
难、贵，原辅料供应跟不上、复工复产
不充分，磷肥供应问题需要重视，部分
地区农资进村入户率仍然偏低。

下一步，春耕农资应急调度保供组
将强化精准调度指导，推动政策措施落
实落地。强化快速响应、协同推进机制，
落实农资及原辅料运输“绿色通道”，及
时会同地方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及时落
实农资到村到户，满足春耕需求。

全国重点农资企业复工复产超七成

种出好红薯，育好苗是关键。近日，在河南省伊川县鸦岭镇西沟村红薯育苗大棚里，育苗群众正精心打理红薯苗床。鸦
岭镇地处丘陵山地，土壤富含硒元素。近年来，当地采用“科研院所+合作社+深加工+电商+农户”的模式，打造“岭上硒薯”
农产品品牌，发展硒薯产业，让群众实现脱贫增收。 本报记者 陈显萍 摄

四川省乐山市在查获的外省违法调
运生猪中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3 月 12 日
发布，四川省乐山市在查获的外省违法调运生
猪中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3月12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报告，经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确诊，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镇查获的一辆来
自外省的生猪运输车中，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查获时，该车辆共载有生猪111头，死亡7头。

疫情发生后，当地已按照要求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对所有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相关
处置地点、沿途道路及运输车辆等进行彻底消
毒，涉事当事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目前，该
批生猪已按规定处理完毕，疫情调查和追溯工
作正在进行中。 龙新

本报讯（记者 李竟涵）3月12日，农业
农村部分片区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视频调
度会议，对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情况
远程调度会商，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在
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的
同时，抓住农田建设黄金期，加快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开工复工，确保完成年度任务。

为应对疫情影响，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
通知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各地抓住春季有利时机，不断推动项
目复工。目前，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
体复工率呈加速上升的良好态势，除湖北省
外，南方地区复工率总体超过90%。

会议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加强高标准农田、农田水
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
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要提高政
治站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坚决完成中央确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硬
任务，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眼下正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
期，能否抓住施工的重要窗口期，关系着能
否完成全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硬任务。会议
强调，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分区分类、科学
精准施策，全面推动在建项目复工，做到

“应复尽复、能复早复”。深入研究分析疫
情影响，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困难，一项一
项研究，一个一个解决，切实推动项目建设
开工复工；分区分级制定实施方案，倒排建
设工期，优化施工组织，抢抓时间进度，弥
补工期损失；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做到
疫情防控和质量安全管理“两不误”。

2019年11月，农业农村部已将2020年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下达至各省，比
上一年提前了 4个月。会议要求各地积极
推进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前期工作，及时
分解下达任务到县到项目区，层层压实责
任，加快项目选址和设计，加快项目立项批
复，加快项目招投标和开工，鼓励采用电子
招标、网上评审等形式，力争新立项项目年
内全部开工。

农业农村部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视频调度会商会要求

抓住建设黄金期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上接第一版）四是调研了解国家出台的阶
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
值税、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实施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提供低息贷款等政策
措施是否已落到位，做好政策解读，推动政
策落实。五是调研了解地方党委和政府、企
业、个体工商户、群众反映的复工复产过程
中需国家层面推动解决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重点是当地无法解决，需要跨省协调、行业
部门支持解决的事项。

《通知》要求，调研期间，各有关方面要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调研工
作组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真实情况，
不听取全面工作汇报，不召开 20人以上会
议，坚决防止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
法。对地方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能现场协
调解决的，调研工作组将现场帮助协调解
决；需国家层面解决的，及时向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报告。

组织29个工作组开展复工复产情况调研

（上接第一版）各地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积极
推动早稻面积恢复。

会议要求，华南早稻育秧已过半，长江流域陆
续开始浸种育秧，农时不等人，各地必须采取超常规
的工作力度和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把早稻
面积真正落实到田。一是抓好政策落地。整合稻
谷补贴、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
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抓紧细化方案，重点支持集中
育秧、机插秧等关键环节以及代育代插、代耕代种等
托管服务。二是抓好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加
强政策宣传解读，增加农民种植早稻的收益预期，充
分调动扩种早稻的积极性。三是抓好面积落实。
尽快将早稻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县乡、到村组，层层
压实责任，确保早稻面积恢复增加。要加大对主产
区、重点县、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四是抓好指导服
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多措并举做好线上线下
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和答疑。开展全程托管、环节托
管、联耕联营、联合作业等，带动小农户发展双季
稻。五是抓好农资保障。加强种子、化肥、农药、农
膜等农资调剂调运，推进农资到村到户。搞好农机
调配、机具检修和机手培训，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和
机耕机插等全程服务。

会议要求，各地要坚持疫情防控和春耕生
产“两手抓”“两不误”，统筹抓好春耕生产各项
工作。加强春季田间管理，抓好春播面积落实，
特别是抓好抗旱防涝和小麦条锈病、草地贪夜
蛾等重大病虫防控。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主持会议。
龙新

提高政治站位 抓紧抓实抓细
确保今年全国早稻面积恢复增加

□□ 新华社记者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习近平
总书记 10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
好群众基本生活，并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科学部署。

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
心、共克时艰，凝聚起迎难而上、奋发作为
的强大力量。

历经艰苦奋战，决胜之地湖北和武汉，
疫情防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

“在全市居民小区仍然实行严格封闭
管理的条件下，市场保供就是最大的民
生。”武汉市商务局局长韩民春表示，将持
续加大投放力度，实现米面粮油、肉禽蛋奶
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胡代

刚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照顾特殊群体印象
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民生问题，尤
其牵挂困难群众，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鼓
励和鞭策。”12 日早上 8 点，胡代刚召集社
区网格员、下沉干部与志愿者统计居民需
求，安排困难群体的随访。

“我们社区共有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
困人员、残疾人等121人，一直是工作重点，
也是捐赠物资优先发放的对象。我们将持续
加大帮扶，保障他们生活无忧。”胡代刚说。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师范大学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荆玉梅通过咨询热线疏
解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的心理压力。

“‘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更加坚定
做这项工作的信念，将尽自己所能帮助他
们一起走出困境。”荆玉梅说。

人心齐，泰山移。这场疫情，短期内会

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
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山东省菏泽市委副书记、鄄城县委书记张
伦表示，“适时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
件的复工复产”，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湖北
提出的科学决策，也是对其他地区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周密部署。

“鄄城县截至目前没有一例确诊和疑似
病例，规上企业已 100%复工复产。但依然
不可麻痹大意，接下来我们将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全面恢复城际公交、城区公交、
城乡公交、省内线路班车等交通运营，为稳
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张伦说。

抓好疫情防控，为复工复产提供坚实基
础；尽快复工复产，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测温、登记，走进浙江鸿盛原汽车用品
有限公司，只见机器轰鸣运转，员工井然有
序。企业产能已全部恢复，每日可生产 2
万套汽车脚垫。

董事长王卫兵说：“特殊时期，企业需
要政府协调化解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
题。最近天台县政府帮忙招聘了 15 名新
员工，就有效改善了我们的用工缺口，推动
企业复产超预期，增强了发展信心。我们
原有58个订单只流失了1个。”

安徽省阜南县焦陂镇徐棚村，麦田碧
绿、油菜花开。不少村民正在千亩花卉苗
木基地忙碌。

“疫情不会对村里的脱贫攻坚决心产
生影响。”徐棚村第一书记陈耀光说，不仅
地里作物长势好，村里的缝纫机面板厂已
经复产，外出务工人员约 85%已重返工作
岗位，附近企业又提供了 120个招工指标，
另外今年还有几个可帮助农民就业增收的

“大项目”。
（记者 姜琳 廖君 李伟 乐文婉 闫祥岭

方问禹 徐海涛 郭敬丹）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千方百计稳民生 加强防控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鼓舞斗志凝聚力量

（上接第一版）
《决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
规定，严格审查把关，特别要严格审查涉
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
然保护区的用地，切实保护耕地，节约集
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维护被征地农民

合法权益，确保相关用地审批权“放得下、
接得住、管得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不得将承接的用地审批权进一
步授权或委托。自然资源部要对用地审
批工作加强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发现
违规问题及时督促纠正，重大问题及时向
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