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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廖 鑫

昨天下午，市住建局下发《关于
防控疫情帮扶企业促进发展的通
知》，支持建筑、房地产、物业公司等
住建领域企业复工，积极为企业解
压纾困。

加快推进企业复工。梳理优先
审核复工项目及重点企业清单，简
化复工审核手续和流程。对各类工
程项目实行复工安全条件承诺审核
制（除含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项目外）；对省
市重点项目和重要民生项目，在人
力资源、防疫物资、建筑原材料等方
面予以优先保障，并优先审核复工。
建立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对口帮扶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机制，主动提供上
门服务，主动对接金融机构为复工
企业发债、贷款、续保等牵线搭桥，
及时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

畅通开工“绿色通道”。因医疗、
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防控物资生产
等疫情防控需要实施的工程建设项
目，在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措
施到位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只需向
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
告知程序后即可先行开工，再补办
手续。

纾解房地产企业困难。今年年
底前，所有房地产项目的商品房预
售资金，其支取和使用不受重点监
管资金额度限制，但必须按照规定
用于本项目工程建设及法定税费等
支付；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经纪机构
恢复办公营业后，其销售场所和门
店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可开展“一对一”预约看房、网签
活动。鼓励通过线上销售平台开展

商品房销售、中介业务。
纾解建筑业企业困难。对疫情

期间新承揽业务的建筑业企业暂
缓收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鼓励建
设单位与施工企业、工程总承包企
业加强互助，合理分担损失，协商
提高工程款支付比例。建设单位等
不得以疫情为由拖欠或延迟结算
支付工程款及相关服务费用，并积
极为企业提供应收款确权服务。

纾解物业服务企业困难。物业
服务企业因疫情防控新增的各类支
出，可在管理项目公共收益中列支，
也可由项目委托单位予以相应奖
补。疫情期间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的
可以适当顺延。积极帮助参与疫情
防控的物业服务企业，争取防控物
资得到优先保障，争取按照生活服
务类标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缓缴住房公积金。受疫情影响
经营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
月。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可在疫情解除后一定期
限内办理补缴，视同连续正常缴存。

适当减免相关租金。对承租国家
直管非住宅公房的中小微企业，以及
因疫情暂停营业的承租政府投资公
租房小区配套商铺的企业或个人，免
收 2个月租金。对参与疫情防控一线
的医护、环卫、公交、物业等行业公租
房保障对象，承租公租房实物房源
的，减免1个月至3个月租金；领取租
赁补贴的，按属地市场平均租金标准
发放 1 个月至 3 个月租赁补贴，或增
发1个月至3个月租赁补贴。

通知还就优化行政审批、妥善
处理工期延误、调整工程合同价款、
加大信用激励力度等作了细化规
定。

我市出台新政
支持住建领域企业复工
●畅通开工“绿色通道”●缓缴住房公积金

●适当减免相关租金

昨日，在太平鸟的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民用口
罩。按照昨日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扩大我市口罩产能的实施意
见》，我市将在 9 家专业口罩生
产线企业和 27 家纺织服装转产
企 业 日 产 口 罩 60 万 片 的 基 础
上，进一步扩大产能。力争到 2
月 21 日前，日产能达 150 万片，
2 月底前达 200 万片，有效缓解
全市口罩供应紧张局面。

（殷聪 摄）

力争月底前力争月底前

日产能达日产能达200200万万片片

““买口罩难买口罩难””
有望缓解有望缓解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刘春霞

“我们病区康复出院的病人越
来越多了，好开心！”联系上奋战在
武汉天佑医院隔离七病区的张少垒
时，小伙子张口就报了个喜讯：14
日，七病区第一名患者出院；15 日，

2 名患者出院；16 日，2 名患者出院；
18 日，又将有 3 名患者出院。

张少垒是镇海区人民医院 ICU
的一名男护士，于1月28日随宁波第
三批医疗队赶赴武汉支援，于 2 月 2
日进驻武汉天佑医院隔离七病区，临
危受命为隔离七病区护理组组长。

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14 日出
院的患者是一名 61 岁的阿姨，心态
很好，面对疾病没有恐惧，还时常开
导旁边的病友。她总是说：“有这么

多医疗队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
会好起来的。”出院那天，阿姨向医
护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为了使病区里更多的患者振作
起来，14 日一大早，医疗队的单霞
霞带领大家动手制作“玫瑰花”。很
快，一朵朵娇艳的“玫瑰花”面世了。

病区里一对老年夫妻从入院开
始就没再相见，老奶奶经常询问老
爷爷的病情。14 日那天，老奶奶执
意要去看一下老伴。就在她走出病

房时，一名护士递上了一朵“红玫
瑰”。老奶奶一看乐了：“我要把这么
漂亮的花送给老头子！”大家笑着将
老奶奶送到她老伴的病房。看着老
两口手拉手互相打气，张少垒感动
极了。

张少垒告诉记者，从第一天进
病区工作开始，为了节约医疗物资，
他和很多队员穿上了纸尿裤。他说：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武汉也一
定会走出阴霾。”

“康复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好开心！”

本报讯（记者陈敏） 记者昨日
从市卫健委获悉，2020 年 2 月 16 日
0-24 时，宁波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病例 1 例，为海曙区病例。

截 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 24 时 ，
全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 156 例，累计出院 62 例。目
前，全市共有 627 名密切接触者正
在接受医学观察，已解除隔离 1737
名密切接触者。

新增确诊患者现住海曙区集士
港镇，女，75 岁，2 月 16 日被确认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已
隔离治疗。患者为海曙区 2 月 15 日
确诊患者的母亲。根据海曙区公安
分局公共视频和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的 14 名密切接触者已采取了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并开展采样等监
测工作。相关部门已经对其住所规
范开展消杀处理。

宁波新增确诊病例1例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市防治
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落实好防控措施，坚决
防止重大动物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叠加，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有力支持。

开展春季集中监测，加大种畜
禽场、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屠宰
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点）等
重点场所监测力度，全面掌握非洲
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病
原污染情况及强制免疫质量。

对养殖场实行封闭式管理，严
格人流、物流、车流等生物安全管
控，确保不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重大动物疫病。对生猪屠宰企业实

施“高压式”管理，严格督促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非洲猪瘟自
检、瘦肉精检测和肉品品质检验。
加强动物防疫全链条监管，协调有
关部门加强活禽交易市场监管，加
强执法检查，严格落实按时清洗消
毒等措施。

市防治动物疫病指挥部指出，
在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
期，各地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防联
控机制，加强协作配合；督促指导
养殖、贩运、屠宰等相关主体提高
防疫意识，切实承担防疫主体责
任。强化应急值守，作好应急准
备，确保我市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
物疫情。

我市部署
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市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徐
馨） 受海关总署委托，宁波胤瑞
生物医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新型冠状病毒口岸防控应急技
术研究”项目。连日来，该公司
全体技术骨干力量在实验室加班
加点，共同攻关技术难题。“我
们已建立新型冠状病毒 PCR 实
验室检测方法，两款检测仪器的
研发应用正在稳步推进中。”项
目负责人于军说。

众志成城，硬核“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慈溪人才
企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扛起防
疫项目研究重任，向重点地区提
供了一批新型医疗检测仪器和防
护用品。“面对疫情，我市人才
企业彰显社会责任，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慈溪力量’。”
慈溪市委人才办负责人说，该市
已开通人才企业复工申报审批绿
色通道，开辟人才企业复工人员
返程安全通道，开设人才企业复
工咨询专窗，强化对人才企业的
政策支持。

政 府 当 好 服 务 企 业 “ 店 小
二”，企业 组 建 疫 情 防 控 “ 后 援
团”。慈溪“韦科医疗”是一家以
研发生产医疗器械为主的人才企
业，拥有先进的自动检测机、自
动 包 装 设 备 及 无 菌 化 生 产 车 间 。
近 期 各 地 防 护 物 资 需 求 大 幅 增
长，公司董事长张建明决定提前
复工。“30 多名员工听到复工消息
后 主 动 报 名 ， 做 好 公 司 防 疫 工
作，全力投入研发生产。”张建明
说，为了扩大产能，他们将新辟一
条生产线。

奋战在产品研发一线的还有宁
波极派生物仪器有限公司“智囊
团 ”。 这 两 天 ， 宁 波 市 “3315 计
划”专家李承智正带领公司人才团
队研发一款用于提高试剂盒检测准
确度的新设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他们先后为苏州、上海等地研
究机构提供 8 万多套病毒检测实验
耗材。公司库存的一批试剂盒、提
取盒经下游企业加工包装后，已运
至湖北相关科研机构。

为帮助人才企业解决复工复
产难题，慈溪还组建了人才企业
复工复产服务工作专班，安排服
务 专 员 对 人 才 企 业 进 行 “ 一 对
一”结对联系，落实“代跑”“代
办”等专项服务，引导企业重视
疫情防控、科学复工生产。截至
目前，该市复工的重点人才企业
已超过 40 家。

攻关技术难题 捐赠医疗器械

慈溪人才企业勇当“抗疫先锋”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印晨瑶） 作为消毒剂等防疫产品
生产企业，宁波贝斯特清洁用品
有限公司一复工，订单就纷至沓
来。面对海量的订单，流水线上
少人缺人的情况是企业当前遇到
的最大的难题。“原本企业员工
有五六十人，现在到岗的只有
10 个人，人手真的捉襟见肘。”
企业负责人王其耀心急如焚。

“要么，我们来顶岗帮忙？
虽说做不了专业的活，但一些简
单的劳动还是可以的。”上周四

开始，奉化区岳林税务所的党员
干部变身企业流水线上的“编外
员工”，上午 8 时半到 11 时半，
下午 1 时半到 5 时半，五六个人
一个班次轮岗，负责给灌装好的
瓶子贴上标签。

企业需要劳动力，干部变成
员工投入一线；返岗员工需要
住宿，干部出面协调让他们回
出租房居家隔离，再安排人员
提 供生活服务；企业防疫物资
储备不足，干部出面负责统筹协
调⋯⋯

在奉化，正在陆续形成“企业
吹哨、干部报到”的模式，1 家规
上企业配备 1 名机关干部，以“1+
X”的形式，统筹服务所联系的规
上企业和周边若干家规下企业，形
成驻企专员企服网格。

据悉，驻企专员需要梳理企业
吹哨事项清单，包括复工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物流运输、生产用工、物
料调剂、法律咨询、应急融资等问
题，第一时间予以受理登记，并承
担首问责任。

对于这些吹哨事项，驻企专员

则要立足本单位职能，能解决的问
题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报镇

（街道）、开发区汇总，反馈区企业
复工工作应急组协调解决，尽最大
能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方便，加
快推进经济生产恢复常态。

“对我们帮助很大，至少在贴
标环节就不需要额外派员工，大大
提高了我们的生产速度。”王其耀
告诉记者，目前企业产能已恢复
20%左右，采取每日临时排单的方
式，哪里需求更紧急，就往哪里优
先发货。

企业吹哨 干部报到

奉化驻企专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昨天上午，宁海县首批海苔开
采，在强蛟王石岙村避风塘的滩
涂上，渔民们正把采集的海苔进
行 清 洗 、 晾 晒 。 疫 情 影 响 减 弱
后，强蛟镇海苔专业合作社积极
组织渔民抢收海苔，把损失减到

最低。据了解，海苔是该镇农业
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王石岙、
峡山、加爵科等村采收海苔已有
200 余年历史。每年 2 月到 4 月为
海苔采收的旺季。

（徐铭怿 严龙 摄）

恢复生产！宁海首批海苔开采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洪
智芝） 这些天，在鄞州区蓝天救援
队队长陈庆的朋友圈里，都是帮助
企业消杀的场景：穿着蓝色防护
服、戴着安全帽和护目镜、背着喷
雾器、手持喷雾枪⋯⋯

早一天开工，就少一天损失。
2 月 3 日开始，鄞州区蓝天救援队
就一直忙碌在鄞州各大企业里，组
织志愿者 300 多人次提供免费的消
杀服务，范围包括企业厂区 19 万
平方米、车间 70 余个，消耗消毒
液 1.7 吨。

“宁波市应急救援志愿服务联

盟的各支队伍，是我市第一批参加
防疫的志愿服务队伍，在疫情发生
的第一时间就主动请战并行动起
来。”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企业复工复产后，这
些志愿服务队伍再次前往新的战
场，行走在企业厂区、楼宇、市
场、背街小巷等消杀一线。

“今天消杀的街道需要爬坡上
坎的地方很多，大家先检测下体
温 ， 待 会 儿 开 始 工 作 就 一 鼓 作
气。”蒋挺说。蒋挺是奉化水鹰户
外应急救援队的队长，2 月 9 日起
这 支 队 伍 主 要 针 对 街 道 办 公 区 、

隔离点、超市、社区、公厕、垃圾
投放点等场所进行大面积消杀工
作。

“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
往哪里搬。”据了解，奉化水鹰户
外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基本上每人肩
负 20 公斤物资，日均行走 2 万多
步，至今已走街串巷 200 余处，消
杀面积约 158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
超市 5 家、小区 8 个、隔离点 2 处。

为了做好消杀工作，余姚众
益应急救援队队员自掏腰包，紧
急购买了自动喷雾器、手动喷雾
器 、 消 毒 液 （室 外）、 消 毒 酒 精

（室内） 等物资，为余姚的乡村、
社区、学校、企业等提供消毒服
务。

“消杀工作的任务比较重，我
们午餐经常吃一个面包或一碗泡面
对付一下。社区居民得知后，还主
动做了 20 份午餐送过来，让我们
非常感动。”余姚众益应急救援队
负责人说。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据不
完全统计，宁波市应急救援志愿服
务联盟中至少有 16 支队伍、1200
人次的志愿服务队员活跃在消杀一
线，日均消耗消毒水 1 万余公斤。

应急救援志愿者在消杀一线助力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