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正英：认真贯彻落实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增长22条措施，推动各类企
业复工复产，努力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具
体来看，聚焦企业全面复工复产、降低实体企业
成本、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加大金融支持、做好保供稳价等10个方面；聚焦
综合交通、重大水利、水电铝材一体化、水电硅
材一体化等重大项目，做好电力保障、施工物资
供应、交通运输协调等服务工作，确保在建项目
不塌进度、新开工项目如期开工。

此外，对3月10日前新增的医用口罩有效

产能给予设备投资资金支持；积极解决云南白
药、云南植物药等企业急需的熔喷布、无纺布原
材料，缓解原材料短缺问题；协调省内5A级物
流企业承运新购生产设备运输，推动企业尽快
扩能增产。预计到3月初，我省口罩产能将有较
大幅度提高。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物资生产供应企
业、稳产保供“菜篮子”等重点企业，我省实行贷
款企业名单制管理，在原有贷款水平上下浮利
率，给予适当贷款贴息。建立省级疫情防控物资
保供资金池，用于生产企业应急性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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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措并举
减轻复工复产企业负担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复产面达52%
昨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云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云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等6
部门负责人，就我省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情况做介绍
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我省重点解决疫情期间经
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帮助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

截至2月18日——

我省已摸排复工复产企业6790家，到岗人数40.99
万人，缺工人数3.84万人。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2252户、复产面52%；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提前复工复产、满负荷生
产。昆明、玉溪、楚雄等11个州市复产面达到50%以上；
曲靖、普洱两市复产面达到40%以上。100户重点企业
复产面达到72%，100个重大项目复工面51%。

全省蔬菜企业复工率66%，饲料企业复工率76%，
屠宰企业复工率87%。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复工
527户、复工率63%，根据企业上报的复工计划，2月底
复工率可达80%，3月底复工率可达90%。预计一季度
全省蔬菜种植面积可达380万亩，蔬菜产量可达520万
吨；全省生猪存栏2750万头、出栏950万头。

目前，我省日供应蔬菜量已达6.7万吨，销往省外的
比例超过50%。除保障省内市场供应外，对北京、上海、
深圳、湖北等重要消费市场的供货也已基本恢复去年同
期日均供应水平。

省属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复工复产率已经达到75%，
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业复工达产率达到91%，其中：
天然气、电力、化工、化肥、供水、医疗制药等生产复工达
到100%。

截至2月17日——

全省大型农贸市场开门营业率86.3%，市场内商户
复工率65%；全省大型超市、品牌连锁便利店一直保持
营业522家，开门营业门店占94.1%；全省餐饮企业开
业户数仅有4629家，开门营业企业仅占2%；住宿业
中，星级饭店营业率为70%，住房率同比下降57%，收
入下降65.1%；重点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约为26.57%；
全省25个口岸、70条通道中，双方正常开放口岸12个、
通道42条，正常运行且有交易边民互市12个，开门营
业市场占63%。此外，省商务厅对全省151家样本企业
日监测数据显示，全省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居民
生活有保障。

省工信厅副厅长袁国书：目前，我省企业复工
复产方面还面临人员返岗难、物流运输不畅、资金
紧张、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不同步、企业原辅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难等突出问题。有效地解决好这
些问题，还需要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
协同联动，形成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强大合力。

下一步，省工信厅将重点会同相关部门抓
好国家和省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采取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方式，为企业复工复产、
达产增产创造条件。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
的难点痛点，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

省人社厅副厅长石丽康：目前，我省已明确
对春节期间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
的企业，按照每名上班职工每天150元的标准，
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由社会机构创办
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认定，且在疫
情防控期间主动降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金等
费用的创业载体，按照创业载体降低或减免场
地租金等费用的50%，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
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对提供职业
介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介绍成功人数每
人100元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2020年
一季度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费征收期可放宽时限要求，补办手续应在疫
情解除后3个月内完成，对企业延迟缴费期间，
不征缴滞纳金，不影响参保人员正常享受待遇。

对符合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条件的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失业保险参保缴费企业，根据其上

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费金额，按50％的标
准给予稳岗返还；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失业保险参
保缴费企业按60%的标准给予稳岗返还；将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为及时掌握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帮助
企业解决问题，云南建立重点企业24小时调度
机制，2月14日起，设立“人社服务专员”，明确
每1户重点企业都要有1名人社服务专员给予

“点对点”的联系。
目前，云南已安排10亿元的失业保险基金，

用于援企稳岗的失业保险返还，减轻复工复产
企业负担。同时，改善社会保险经办方式，截至
2月18日，共有7家企业报备延期缴纳养老保险
和工伤保险，涉及金额1.73亿元。

由于取消了线下招聘会，我省不断加大线
上招聘、岗位推荐的力度。目前，我省网上发布
招聘岗位93.72万个，促成3.6万人通过网络招
聘实现了就业。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波：为尽力维护农业
生产经营秩序，力保主要农产品生产不停、供应
不断、总体平稳，省农业农村厅对“菜篮子”产品
生产实行周调度，对蔬菜生产重点县、生猪养殖

重点县、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生产销售情况进
行日调度，对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
行周调度，对重点企业生产销售和复工复产情况
进行日调度，全力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秩序恢复。

省国资委副主任杨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全省国资国企充分发挥优势“买”“调”

“捐”。云投、云锡、农垦、云天化、建投、能投、中
铜、白药等企业第一时间采购防疫物资，驰援我
省疫情防控工作。各企业立足自身“调”，推动
企业转产扩能，加大医疗物资的生产保障力
度。如，白药已订购4台生产设备，预计3月初

日产口罩新增20万个；工投也采购了2台生产
设备，预计3月初试生产，投产后预计日产口罩
20万个；昆钢恢复已停产多年的脱脂纱布口罩
生产线，日产口罩近4000个；云锡职工取消春
节假期全力赶制口罩，日产口罩从4000个提高
到13400个。

首席记者 宋金艳

省商务厅副厅长王晓华：根据今年农产品
流通的情况，特别是蔬菜在流通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省商务厅积极发挥大型超市骨干流通作
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家乐福、沃尔
玛、大润发、昇菘、华润万家等大型超市保持正
常营业，并依托点多面广的销售优势，加大对我

省蔬菜等农产品采购力度。此外，全力保障武
汉农产品的市场供应，确保重点省区蔬菜供应，
拓展新的市场渠道。通过多种渠道为餐饮供配
企业、安置外来人员酒店、超市、便利店、家政、
美团等保障一线员工筹措口罩、消毒液、测温
枪，为企业复工营业排忧解难。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基础上，我省如何有序推动企业和项目
复工复产？

建省级资金池用于生产企业应急

对企业难点痛点采取“一企一策”

10亿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稳岗返还

对“菜篮子”产品生产实行周调度

积极发挥大型超市骨干流通作用

国企转产扩能 加大口罩等医疗物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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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摸排
复工复产企业 679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