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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高晓燕
通讯员/谭小洋

株洲日报讯 做好疫情防控，也不忘奋
战一季度“开门红”。全力助企复工复产，3月 2
日，市工信局迅速启动工业生产“春天计划”，
加速引导和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4000万元专项资金4月底前全下拨
3 月 2 日，市工信局正式启动园区建设、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制造强市建设、两化
融合和工业“十百千”工程企业成长激励等 5
项专项资金的申报工作。

首批 5 个专项涉及资金近 4000 万元，占
工业领域年度专项资金总额的 60%以上。“往
年，这些专项资金，申报最早的也要等到 5 月
份。”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为了支
持企业尽快摆脱疫情影响，我市提前启动了

申报工作，同时要求这些资金必须在 4月底前
全部完成下拨，输向企业。

这些专项资金，将有效刺激企业复工生
产积极性。比如，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中，就对为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做出较大
贡献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和启动防疫物资生产
线建设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以及 16 个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上积极购置自动化、数控化设
备促进制造能力提升的中小微制造业企业，
给予一定补贴。

此次，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有工人无
法如期到岗复工。严峻的用工形势，正在倒
逼部分企业加速智能制造升级步伐。在制
造强市专项资金一项中，对这类企业也将
给予补助。

目前，市工信局还在积极支持企业申报
省级专项资金，已向省工信厅推荐重点防护
物资生产企业 17 家、防护物资重点保障企业

51 家、绿色制造项目 22 个，省级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移动互联网专项、制造强省等一批专
项正在加紧申报。

讲堂加热线火速解答最新助企政策
市工信局数据统计，截至 3 月 1 日，全市

规模工业企业已复工 1481 家，实际复工率达
98.2%；员工到岗 22.3万人，到岗率 79.2%。

疫情发生以来，国、省、市连发多个助企
政策，就连助企联络员都在担心遗漏，对广大
企业主来说，全面收集了解政策更是个难事。

确保专项政策落地见效、直达企业，持续
政策措施红利，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稳
定发展，市工信局即将启动“温暖企业·共克
时艰——新政速递大讲堂”系列活动。

从 3 月 4 日至 3 月 10 日，市温暖企业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同有关市直部门、银
行机构、市级服务平台等单位，采取线上线下

同步方式，首先开办 4期免费的新政速递大讲
堂，全面讲解温暖企业行动之疫情纾困政策
和措施，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国省市支持企业
应对疫情的扶持政策，以用好用足政策解决
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目前，市工信局还在抓紧收集和梳理近
期以来的各项助企政策，将编印成册发给有
需要的企业。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急需解决。为此，市温暖
企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将启动暖企专线
接听活动，邀请了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政
府金融办等 14 家市直部门相关负责人，从 3
月 4 日起至 4 月 13 日，每个工作日上午 9:30-
11:00 坐堂接听 22212345 企业服务专线，指导
企业加强疫情防控，现场解答并积极解决企
业复工复产有关问题。届时，有需要的企业也
可拨打咨询。

4000 万资金提前划拨、国省市助企政策全面解答——

工业生产“春天计划”来了我市上调
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
市本级月标准提高了 85 元

株洲日报记者 马文章

株洲日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本月起上调
我市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稳企稳岗稳就业十条措施>
的通知》要求，从 3月 1日开始，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 90%（此前为 85%）。

其中，市本级及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云龙
示范区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由 1445 元/月调整为 1530
元/月，月标准提高了 85元。

渌口区、醴陵市、攸县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由 1309
元/月调整为 1386元/月，月标准提高了 77元；茶陵县、炎陵
县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由 1173 元/月调整为 1242 元/月，
月标准提高了 69元。

韩国抱川市捐来防疫物资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株洲日报讯 3月 2日，我市国际友城韩国抱川市捐赠
的 2000个 KF94防护口罩抵株。这也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市收
到的首批来自国际友城的援助物资。

市委外事办刘锐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抱川市主动通过
多种渠道表达了对株洲疫情防控工作的关心支持。由于韩
国国内疫情形势升级，对防护物资进行管控，此次向我市捐
赠的防疫物资分批寄出，历经半个月时间抵达。

抱川市于 2009 年与我市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是我
市 7 个国际友城之一。10 年来，两市通过交流互访、互派代
表团等多种形式，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深
入友好的交流，迄今已连续举办 9 届中韩青少年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

周三，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接听企业服务专线
株洲日报记者 邓金星

株洲日报讯 3 月 2 日，市长热线—企业服务专线办
公室发布公告称，根据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接听“企业服
务专线”——复工复产政策专场工作安排，3 月 4 日（星期
三）上午 9:30-11:00，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总会计师罗芳将接听“企业服务专线”，就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促进稳定就业等方面政策进行解答。届时，欢迎广大企
业致电“22212345”企业服务专线，反映相关问题、咨询政
策、寻求帮助。

株洲日报记者 赵云超 廖明

株洲日报讯 3 月 2 日上午 9 时，长沙梅
溪湖国际文化中心大剧院附近，一辆小巧的
环卫车正在清扫作业，但环卫车的驾驶舱里，
没人；株洲新马工业园里，湖南纽恩驰新能源
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涌，通过后台设备，实
时掌握着这辆环卫车的一举一动。

这是“湖南纽恩驰”投入市场的首辆无人
驾驶新能源环卫清扫车。

全新产品落地长沙，牛刀小试一星期，客
户零差评；株洲的生产车间里，两条生产线正
开足马力，一辆辆新能源环卫用车组装成型，
等待发运。

“湖南纽恩驰”已全面复工复产。

库中有粮，千万元级订单交付不慌
疫情的警报尚未解除，进入“湖南纽恩

驰”的生产现场，并不容易。进入园区之前，量
体温、填信息，专人接引；来到公司前台，上述
流程再来一遍。

生产车间里，两条生产线已经全部投
产，一旁的物料仓储区堆满存货，如果没有
之前的两道健康检查和登记程序，与往常别
无二致。

“在地方政府、园区及公司自身的努力
下，防疫工作到位，企业复工复产最主要的难
点，还是在生产用料以及用工上。”刘涌介绍，
因为公司年前就确定了年初的生产计划，生
产所需的物料已经提前备足，加上生产线上
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株洲本地人，企业复工复
产相对顺利。

两条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抓紧组装环
卫清扫车和垃圾收集车。这批近千万元的新
能源环卫装备，将被送往上海和广州。

“本来是要在 2 月份开始陆续交付的，受
物流因素影响，稍有点延后，但客户表示理
解。”刘涌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生产
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订单在、客户在、工人在，
冲击极为有限。

他预言：“就我们所处的行业来说，疫情
过后，市场需求将会有一个小爆发，现在需要

考虑的问题是，届时能否接得住、吃得下。”
基于此，“湖南纽恩驰”已经开始梳理其

供应链，充实其资金流。

化“疫”为翼，站上无人驾驶
环卫装备产业风口

将环卫装备与新能源和无人驾驶相结
合，刘涌和他的团队已经探索多年。

无人驾驶新能源环卫清扫车在长沙梅溪
湖的投用，彰显了“湖南纽恩驰”的实力。

“跟我们同台竞技的，是国内环卫装备行
业的龙头，中联重科，他们公司就在梅溪湖，
但客户最终选择了我们。”刘涌介绍，尽管与
中联中科不在一个体量级，但在小型环卫装
备，特别是新能源和无人驾驶小型环卫装备
领域，“湖南纽恩驰”站在这一细分市场的金
字塔顶端。

在他看来，此次疫情对企业生产带来的
影响，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制造自动化，以及环
卫清扫保洁的装备化。

“目前来看，大型环卫清扫保洁装备化已

经基本实现，但用于城市背街小巷清扫保洁
的环卫装备，还远未普及。”刘涌介绍，据住建
部调研数据，国内小型环卫清扫保洁装备的
应用率，目前不足市场需求的 5%；在一线从
事环卫清扫保洁的环卫工人仍有逾千万人。

“这些环卫工人，绝大部分年龄偏大，现
在又少有年轻人接班。装备替代人工，是必
然。这次新冠疫情的突袭 ,更强化了我们化危
为机的意识。”刘涌认为，随着新能源以及 5G
技术的成熟，以及应用场景的增多，小型无人
驾驶新能源环卫装备市场，已经迎来风口。。

目前的“湖南纽恩驰”，已站在国内小型
环卫装备行业的头排，在环卫冲洗、清扫、收
运周期里，搭建起了产品应用的大闭环。

刘涌介绍，公司正在飞速成长阶段，依托
拳头产品，丰富产品门类、厚实技术储备的工
作已经启动，并已与电信运营商展开合作，正
在搭建 5G 网络，丰富无人驾驶产品的应用场
景……

“练好内功、强身健体，我们会是在风口
上飞起来的那一个。”刘涌说。

手握千万元订单，瞄准小型环卫装备产业风口

湖南纽恩驰：化“疫”为翼，从风口起飞

新奥燃气
为企业复工复产“打气”
株洲日报记者 吴楚
通讯员/肖凤云

株洲日报讯 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复产，安全用气需求
开始增加。3月 2日，记者从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获悉，目
前全市气源充足，能够有效保障气源安全稳定供应。

作为株洲市区管道燃气企业，株洲新奥燃气负责全市
47万居民用户和 5000 余家工商用户的天然气供应任务。株
洲新奥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复工复产企业用气，公司运
用统一的调度运营平台，使气源管理和管网运营有机结合，
不仅协调上游气源供应，同时还有一定 LNG 应急储备资
源，当用气量存在缺口时，可随时向管网进行补充，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

目前该公司在全市的 1700 多公里管线、1800 多个调压
设施等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该公司还为市中心医院、株洲市
二医院等医疗救护场所指派专人加密巡检频次，确保各医
疗单位燃气安全稳定供应。

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网上缴燃气费成了市民的热门
选项，新奥燃气的网上缴费业务多达 123212笔。在做好防疫
防控的同时，新奥燃气对管网及燃气设施抢修抢险 54 次，
中心营业厅为客户办理了 33436笔业务。

株洲日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周轩

株洲日报讯 疫情之下，告别野味成为
共识。到底哪些动物算“野味”？滥食“野味”
有什么危害？我市采取了哪些措施严管“野
味”？3 月 2 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市林业
局局长陈诚。

到底哪些动物算“野味”？
一说到“野味”，很多人会想到天鹅、穿山

甲、熊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但远离野味，不
分保护级别。陈诚介绍，按照有关定义，野生
动物指的是大自然环境下生长且未被驯化的
动物，猪牛羊鸡鸭鹅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已
成为家畜家禽，不属于野生动物范畴，鱼类等
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

如果是不常见的动物被搬上了餐桌，就
要怀疑可能是“野味”。野生的兽类不能吃，比

如常见的野猪、野兔、黄麂、狍子、竹鼠等；野
生鸟类不能食用，常出现在野味市场的有麻
雀、斑鸠、野鸡、野鸭、大雁等；野生两栖类同
样都不能吃，常出现的有各种蛇类、青蛙、蟾
蜍等。

此外，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国家林草
局林护发（2020）22 号文件的规定，人工繁育
的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这些所谓的合法养
殖野生动物，普遍存在野外获取种源，未必符
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隐
患，比如雁鸭类、鹭鸟、蛇类、果子狸、梅花鹿、
蓝孔雀、狐狸等。

滥食“野味”有什么危害？
从 2004 年的“非典”到这次的新冠肺炎，

源头似乎都和野生动物有关。专家指出，灵长
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类动物、有蹄类动
物、鸟类等多种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疾病有
100 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 病毒、鼠疫、炭

疽、甲肝等。
当前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生存

环境不明、来源不明，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
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
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储存、加工和
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工业三废，生活污水、
污物，杀虫剂、灭鼠药等高残留的农药对环境
污染加剧，也对野生动物造成毒害，人吃了这
种环境下的野生动物就更有中毒的可能。

更有甚者，一些偷猎者常常采取毒杀的
方法获取野生动物，而且采用的毒药毒性大，
不易降解，残留在被毒杀动物体内，食用这样
的动物就有被继续毒害的危险。

“人们食用‘野味’，除了有猎奇尝鲜炫耀
等心理外，也有传统观念影响。”陈诚表示，受

“鹿茸补血、虎骨壮阳”等传统观念和野生动
物药用价值的影响，很多野生动物成为了“滋
补”的代名词。其实，一些野味非但不能滋补、
治病，反而会带来健康隐患。

我市采取了哪些措施严管“野味”？
当人们还在讨论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时

候，国家林草局已于 2月 26日明确凡是从事以食
用为目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须撤回并注销所核
发的许可证件或文书，并停止以食用为目的的出
售、运输野生动物等活动。这意味着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交易、流通和消费将迎来强烈“地震”。

在此之前，我市林业部门按照“一封控四严
禁”要求，封控隔离所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场所，
严禁猎杀、运输、交易、展演，并启动了打击非法
调运、贩卖野生动物违法专项行动。目前，我市已
封控隔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场所 222家，封控隔
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147万只（条），关闭野生动
物展演场馆4家，关停鸟类宠物店3家。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滥食野生动
物的危害，改变饮食陋习势在必行。”陈诚表
示，除了法律强制，还要正面教育，让告别野
味变成全民共识。

我们要告别的，是哪些“野味”？抗疫帮打听

在市中心繁华地段，多个巨型户外广告牌向最美医务人员致敬。株洲日报记者 谭浩瀚 摄

株洲日报记者 任远

株洲日报讯 “没有生而英勇，只
是选择无畏。”3 月 2 日，一组致敬最美
医务人员的公益广告，在中心广场、黄
河路口、红旗广场等人流密集地段的
户外广告牌及广场电子屏上展出。公
益广告牌上，10 名奋战在湖北及我市
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摘下口罩，露出
温暖笑脸。

每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
至深的故事。作为我市援鄂医疗队队
长，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刘毅负责与当地医院协调及病人
的诊疗。每当有气管切开等危险操作，
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在我市定点集
中隔离救治医院的 ICU，省直中医院
主任医师郭文龙，常常穿着防护服一
连工作十几个小时，“尽自己最大努力
治病救人，早已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组公益广告发布后，引来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
家，冲锋在一线，他们是国家的英雄。”
在天元超市墙面广告牌前，市民陈女
士说，“真心感谢他们的付出。”

市城管局广告处处长曾发云介
绍，目前共安排喷绘、电子屏广告 21
处，面积超 5000 平方米。接下来，该局
还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关爱、
礼遇、学习医护人员的良好社会氛围。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株洲日报讯 3月 2日，市卫健委通报：3月 1日 0—
24时，我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0例，新增出院
病例 7例，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80例，
出院病例 69 例，在院治疗 11 例。记者整理发现，从 2 月
23日至 3月 1日，我市已连续 8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目前，我市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805人，已解除医学
观察 1798人，仅有 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这些变化值
得高兴，说明我们前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是有效的，第一代
病例已基本结束，株洲的疫情进入一个相对平稳阶段。”
市卫健委副主任姚智辉介绍，目前我市疫情防控仍处于
关键期，可不少市民已出现松懈心理，有的开始扎堆活动
甚至外出不戴口罩，这是极大的隐患。此外，随着越来越
多的单位陆续复工，由此可能带来新的输入性病例。

姚智辉提醒市民，千万不能松劲，还是要少出门，
少去人员密集场所。防控新冠肺炎，要坚持一个字——

“闷”。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此外，我市各部门
各企业要“扎紧口袋”，做好人员检测和筛查工作，严防
因复工复产引发的输入性病例。

我市连续8天“零新增”
仅剩7人接受医学观察
市卫健委提醒：
不能松劲，仍是疫情防控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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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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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对农业产业化省级联合体，省农业农村厅将实
行动态管理，每年进行审核，不合格的将取消资格；对认
定的省级示范联合体，在项目资金安排等方面将予以优
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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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势汹汹；阻击，刻不容缓。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发挥“平常时看得出、关键时站得出、危急时豁得出”精
神，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从 1月 24日起，全市文化执法人员
放弃节假日休息，采取“5+2”“白+黑”“晴+雨”工作模式，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没有专业的隔离衣、防护服，他们戴
着最普通的口罩，每天往返于各类监管场所中，多频次、不
间断、无死角检查督导，严防死守，确保疫情防控责任落实
落细落到位，当好我市文化市场防线的“守门员”，以实际行
动守好这座城。

据统计，从 1月 24 日至 3月 2日，市县两级共出动文化
执法人员 2081人次，检查文化经营单位 5098 家次，处置举
报 63 起。全市 250 家歌舞娱乐场所、30 家游艺娱乐场所、
329 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40 家其他文化经营场所
全部暂停营业。

（详见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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