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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企业开始复工复产，煤电油气需求随
之增加。为保障能源供应、降低企业用能
成本，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落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指出，一方
面，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和用气成本，及
时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释放更多降价红
利；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煤电油气供需形
势的变化，加强产运需衔接，优化运行调
节，及时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达590亿

电费降 5%！国家发改委 2月 22日发布
通知，自 2020年 2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这个政策明确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
现行的一般工商业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用
户都涉及。电网企业在计收电费的时候，
统一对这些电力用户按照原有到户电价水
平的95%进行电费结算。”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一级巡视员张满英说。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提出，对重点
“两部制”电力用户的容 （需） 量电费进行
减免。将2月7日出台的支持性两部制电价
政策，执行至2020年6月30日。

根据政策，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暂不能正常开工、复工的企业，放宽容

（需） 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和减容 （暂

停） 期限，电力用户可申请减容、暂停、
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申请变更的用户不
受“暂停用电不得小于 15 天”等条件限
制，减免收取容 （需） 量电费。对于疫情
发生以来停工、停产的企业，可适当追溯
减免时间。对因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
能的企业，原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缴
纳容 （需） 量电费的，实际最大用量不受
合同最大需量限制，超过部分按实计取。

“以上两个政策涉及范围非常广，力度
也很大，涉及金额达到590亿元。”张满英说。

提前实行淡季价格政策

“在现行天然气价格机制框架内，提前
实行淡季价格政策，尽可能降低企业用气
成本。”针对企业用气需求，国家发改委明
确了具体的降成本政策，有效期至 2020年
6月30日。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天然气淡季价
格政策实施期为 3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此
次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并在6月底前给
予更大的价格优惠。

该政策明确，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非
居民用气，要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适当
下浮，尽可能降低价格水平；对价格已放
开的非居民用气，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
业根据市场形势与下游用气企业充分协商
沟通，降低价格水平。

“与此同时，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
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加优惠的供气价
格。”张满英表示，地方要及时降低非居民
用气的终端销售价格，把门站环节降价空
间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保证政策
的落实。

张满英介绍，“两降低”之外，还有“一下
调”，即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按照成品油价
格机制规定，国内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与国际
原油价格是接轨的，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动，
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近期根据国际油价
的变化，2 月 4 日和 2 月 18 日已经两次下调
国内成品油价格。汽油每吨累计下调 835
元，柴油每吨累计下调805元。

“我们对各地和相关企业已经提出要
求，确保及时、全面地把政策红利落实到
位，让企业有获得感。”张满英说。

确保全国用能不短供不断供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鲁俊岭介绍，
疫情发生后，国家能源局调动全行业力
量，确保全国用能不短供、不断供。

“近期，我们把加快煤矿复工复产、保
障煤炭稳定供应作为整个能源保障的重点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鲁俊岭说，截至
2 月 22 日，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31.7 亿吨，
产能复产率达到 76.5%，当日产量 833 万
吨。这三个数据均比 2 月 1 日增加了近一

倍。除湖北省以外，其他产煤省均已复工
复产，其中河北、安徽等6个省区复工复产
率超过9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巡视员唐
社民指出，全国大部分煤炭、炼油企业已
经基本复工复产，电力、油气开采企业都
保持连续生产作业，铁路运输企业优先运
输煤炭等重点物资，煤电油气供应总体充
足。到 2 月 20 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
27 天，秦皇岛港存煤 535 万吨，都处于较
高水平。2 月上中旬，全国日均发用电量
143 亿千瓦时，最大负荷约 6.9 亿千瓦，发
电装机充足，电煤供应稳定，完全能够保
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

“成品油供应总体平稳有序，库存处于
高位。天然气主要供应企业LNG罐存处在

高位，储气库可动用的储气充足。”唐社民
表示，下一步，随着各地有序复工复产，
煤电油气需求将逐步回升。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继续密切关注煤电油气供需形势的变
化，加强产运需衔接，优化运行调节，及
时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总之，对复工复产以及经济社会平稳
运行和人民群众生活所需的能源保供，我
们有充分的信心。”唐社民说。

保供减负，煤电油气齐出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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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是连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特别是欧亚经贸往来的重要
物流通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西
安国际港务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联合海关、铁路等部门制定
多项应对举措和便利措施，创新推出
了长安号“绿色通道”，推进公铁联
运、铁铁联运，在特殊时期发挥中欧
班列战略通道作用。

绿色通道更是安全通道

“为保障中欧班列长安号平稳运
行，我们一对一地联系长安号国内、
国外客户，告知疫情时期我们对常态
化物流车辆申办车辆通行证，特别是
为外地集装箱卡车实行了临时物流车
辆申报快速通行。”西安自贸港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小军介绍，

“我们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物流
车辆从进入园区进行3次消杀、测温
和通行证核对，全程引导护送，实现
闭环管理。”

“很方便，我们现在走铁路比公
路节省时间，而且到这边有专人引导
服务。这是绿色通道，更是安全通
道。”卡车司机姜永建说。

“目前，管委会已经办理长安号
物流车辆通行证183个。一方面集装
箱卡车安全快速通行，最大程度保证
防疫安全；另一方面，节省了货物短
倒费、吊装费和堆存费，每个箱子成
本节约大概 800 元。”西安国际港务
区管委会副主任苏国峰介绍，“截至
2月21日，长安号绿色通道累计安全
通行货车突破800辆，日通行峰值超过70辆。”

打造快速集货分拨中心

西安国际港务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保长
安号平稳运营，与铁路、海关等部门同心协力，
全力打造铁铁联运的快速集货分拨中心。

依托西安集装箱中心站，西安国际港务区加
大与全国各中心站合作，共同联系全国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充分发挥西安区位优势，实现公转
铁，疏导因公路运力紧张而滞留的中亚、中欧货
物使用铁路运至西安，搭乘长安号运输，充分发
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优势。

同时，国际港务区深化与中铁
集装箱公司合作，加密回程班列开
行频次。联合西安海关、新筑车站
和中铁联集西安分公司，提高国内
外铁路到达货物在西安中心站的中
转时效，2月份公转铁运输的集装箱
数量占到长安号运输总量的三成。
快速密集的中欧、中亚中转回程物
资，促进了疫情期间各类入境物资
供给。

“以中欧班列欧洲方向开行的数
据来看，截至2月21日，总共开行180
列，其中去程 84 列，回程 96 列，基本
实现了去回双向平衡，对我们长安号
运营的平台公司来说，切实降低了物
流成本。”西安国际陆港多式联运公
司总经理邵博尔这样分析。

常态化开行保供应

长安号还承担着重要防疫物资
和民生保障物品的运输。疫情期
间，中欧班列长安号一直保持常态
化稳定开行，西安往返德国穆克
兰、西安往返俄罗斯莫斯科/明斯
克、西安往返哈萨克斯坦塔什干/多
斯特克就保持了日均两班的高频次
运行时效，西安往返波兰马拉/波兹
南、西安往返匈牙利布达佩斯、西
安往返德国杜伊斯堡/汉堡/诺伊斯

（快线）、西安往返比利时根特的路
线保持日均一班的运行时效，服务
着丹麦马士基、德国敦豪、德铁信
可、沃尔沃汽车等多家国际物流和
贸易企业，保障了疫情期间的防控

物资运输和重要国际企业的生产加工。
据统计，1 月份，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 200

列，是去年同期的 2.4 倍；运送货物总重 14.6 万
吨，是去年同期的 1.8 倍。截至 2 月 21 日，今年
累计开行 297 列，是去年同期的 1.89 倍，运送货
物总重 14.6 万吨，是去年同期的 1.8 倍，班列开
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
一，实现了安全稳定运行，逆势增长。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长安号将在确保防
疫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运输流程、提高运营
效率，持续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市场化、可持续
发展，真正体现西安集结中心的责任担当。”西安
国际港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孙艺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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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4 日电 （记者王俊
岭） 2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发布会，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就当前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据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介绍，当
前企业复工复产已取得积极进展，大型
企业相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
游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
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其中

浙江已超过 90%，江苏、山东、福建、
辽宁、广东、江西已超过 70%。从重点
行业看，钢铁企业复工率为67.4%，有色
金属企业复工率为86.3%。特别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点领域企业正在加快复工复
产，相关企业正在加班加点、开足马力生
产，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110%，全
国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复产率已超过70%，
煤矿产能恢复率达到76%，铁路装车数已
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的 95%左右，民
航、港口、水运均正常运营。

丛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经
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冲击，从开始对春节
假期消费和相关服务业的影响，到后来
迟滞企业复工复产，一些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同时
也要看到，这次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随着疫情防控成效的逐步显现，在
政策措施的有效对冲下，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也有条件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
低，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丛亮
强调，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团结奋斗，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积
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着力做好政策对
冲，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是可以实现的。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

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总体可控

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
市场恢复对手交易
据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记者庞明广） 记者

从昆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获悉，亚洲最
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24
日正式恢复鲜切花对手交易，买家可在市场内查看
鲜切花现货，与卖家面对面商定价格，并现场交货
完成交易。

据介绍，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对手交易与电子
拍卖交易两种主要的交易形式，其中对手交易因具
有“现场、现货、现价”的特点，其交易量在整个
市场中比重较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斗南花卉
交易市场曾一度关闭包括对手交易、拍卖交易、餐
饮服务等在内的经营活动。

此前，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已于2月10日先行恢复
了鲜切花电子拍卖交易。昆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
管委会介绍，随着各地花店陆续开门营业，物流逐渐好
转，斗南花卉交易市场从2月24日起逐步恢复开放昆
明盆花苗木市场、斗南盆景花卉生态园等多个市场。

斗南花卉交易市场被誉为中国花卉的“市场风向
标”和“价格晴雨表”，鲜切花从这里销往中国各省区
市及日本、泰国、越南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
斗南花卉交易市场的鲜切花交易量达92.31亿枝。

连日来，江苏省海安
市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
工复产，帮助传统支柱产
业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务工
人员“就业难”和企业

“用工难”问题，让当地
群众实现“家门口”就
业。图为2月24日，在海
安高新区恒源丝绸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
生产线上忙碌。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家门口家门口””就业就业

开足马力生产医用防护用品
为保障疫情防控需求，河北邢台市场监管部门入驻多家转 （改）

产防护服、口罩等企业进行指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生产提
供支持。图为 2月 24日，市场监管人员在邢台市宁晋县润博达医疗防
护用品有限公司车间查看在线生产情况。 李云峰摄 （人民视觉）

近来，国网舟山供电公司持续开展线路特巡保供电工作，全力助力舟山企业全面复
工生产。图为浙江舟山电力工人在定海小沙区域的220千伏朗顶线铁塔上更换绝缘子。

姚 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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