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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六保六稳”和复工复产

希望出台举措助力餐企渡过难关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增强忧患意识，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坚决守
住“保”的底线、夯实
“稳”的基础、拓展
“进”的态势，切实维
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
从今年 4月召开的
省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布会上提供的数
据来看，我省有力
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多措并举加快
恢复经济运行、生
产生活秩序。截至
目前，全省医疗防
控物资生产企业、
炼油及成品油供
应、燃气企业和重
点商场超市、品牌
连锁店已 100%复
产;全省旅游企业
(含A级景区、星级
饭店和旅行社)复产
54.93%，全省餐饮
企业复工92.95%；
除煤炭整合、季节性
停工等企业外，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已全部复工。
昨天，围绕“六保六
稳”“复工复产”等
热词，代表委员们
也纷纷发表了看法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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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举措
重振餐饮消费市场繁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餐人数急剧减
少，营业额大幅下降，餐饮业受到重创。根据
抽样调查显示，我省餐饮业 2020年1月份营
业额与去年同比下降40%以上（约60亿元），2
月份（统计未结束）营业额与去年同期同比下
降 95%以上（约 150 亿），1—2月合计损失约
210亿元以上。4月中下旬，消费市场虽有所
复苏，但仍存在营业收入低、运营成本高、现金
流不足、员工流失等问题，大多数连锁餐企及
重点企业尚没有能力重启全部门店。

为此，省政协委员杨艾军、于干千、李莹、
刘亮、吴存良、魏崴和赵晗，在联名提案《助力
餐饮企业复工复产，重振餐饮消费市场繁荣》
中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出台《餐饮业“十四五”
振兴计划》，系统规划餐饮业振兴发展，充分发
挥餐饮业在增进消费、稳定就业、弘扬文化、保
障健康和提倡环保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餐
饮业列入“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健康管理业
态”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出台《云南省餐
饮条例》：一是深化行业防疫监管，降低病从口
入风险，强化职业道德操守，构建文明用餐体
系，提高卫生健康质量；二是加强对美食街区、
综合体餐饮聚集区、地标美食区域及“深夜食
堂”特色餐饮街区的建设及扶持力度，增加街
区品牌影响力，打造“夜间经济”；三是支持举
办不同主题的线上线下美食节，宣传推广滇菜
美食和绿色食材，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四是支
持餐饮企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合力共建“标准
化、规模化、信息化、工业化模式”的云南绿色
食材加工集散中心，解决餐饮业粗放型供给问
题，满足省内外绿色食材供给需求；五是建设
智慧餐饮供应系统，打造公共餐饮服务平台，
创造市场供给侧服务新产品，满足新兴消费生
活方式；六是把餐饮业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和重
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联合有能力的餐饮
企业建设应急餐饮保障中央厨房、社区食堂，
保障紧急情形下提供安全、可长期供应的餐饮
产品。

提案建议，相关职能部门本着“应享尽享”
的原则，加快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地实施。加大
金融扶持力度，为餐饮企业提供贴息或低息贷
款，鼓励金融机构与餐饮行业协会合作，拓宽
企业融资通道，通过提供信用贷对商户进行精
准帮扶；落实降租扶持政策，将国有企业、机关
事业单位执行免租政策情况列入考核项目并
进行检查，将非国有大型交易市场减租降租的
宣传动员及政策扶持列为当地政府的重点
工作；加大降费优惠力度，对餐饮企
业在疫情结束后水、电、气及
垃圾清运等费用的优
惠时间延长至2020年
12月31日；降低企业用
工成本，出台以“降
社保、提薪资、扶企
业、留人才”的援
企稳岗政策。

“从五一假期开始，云南民族村的游
客和恢复开放时相比成倍增加。”省人大
代表、云南民族村有限责任公司文化展
示部白族村领班李晓黎说。云南民族村
现有在岗职工700余人，因为疫情封闭
期间，景区从各个部门抽调了150余名
员工留守，担负起了景区疫情防控、安全
和环境维护工作的重任。除了全力保障
景区防疫消杀外，还对景区进行了一系
列硬件提升。重点维护了景区道路、水
域、步道等硬件设施，对木结构房屋、围
栏等进行刷油漆防腐养护。

云南民族村从3月21日正式恢复
开放后，虽然和以前相比游客数量不多，

但是景区的接待依然“不打折扣”，无论
观看表演项目还是民族文化讲解和体
验，都能满足游客需求。在刚刚过去的
五一假期，李晓黎明显的感受是，游客和
刚开始复工复产时相比成倍增加，最多
的时候每天接待的游客数量已经恢复到
近千人。

李晓黎说，虽然疫情对旅游业产生
了一定影响，但是自己依然对旅游业的
恢复充满了信心。“对于旅游企业来说，
疫情的影响有可能促使景区利用线上资
源，尝试更多新的经营模式。相信通过
政府相关政策扶持、随着经济复苏，旅游
业也能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

“我们公司2月 10日就复工复产
了，全员恢复上班，没有裁掉一名员
工，100多名职工都没有降薪，因为我
们知道每位职员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如果有人失业，影响还是大的……”说
起“复工复产”话题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六保六稳”，省政协委员、云健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沐春说，他们汇
集多方力量，积极开拓，稳住职工就业
和企业的市场，在艰难中开拓进取，

“受疫情影响，我们企业的订单也大为

减少，但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积极响应政府复工复产，开拓了线
上销售，并开展产品转型升级，让好产
品开拓市场。”

沐春介绍，在复工复产中，政府部门
也十分重视，亲自到企业来了解情况，该
退减的费用也及时退减；银行也上门服
务，主动提供贷款，为企业发展助力。“保
民生、保就业、保企业稳定发展是大事，
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反过来，只有更好
地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2020年，全省税务部门深入落实“优
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
添力、数据服务大局要尽力、疫情防控工
作要加力”的“四力”要求，坚决将2020
年新出台的5类23项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谈到“六保六稳”“复工复产”时，省政协
委员、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唐新民表示，截至4月底，全省
税务部门累计实现减税降费141.14亿
元，其中，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降费46.43亿元，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政策在2020年继续实施形成的减
税降费94.71亿元，有力支持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助力云南
经济社会稳步恢复发展。

唐新民介绍，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形势新任务，构建良好的税收营商环
境，已成为经济转型稳中向好发展的

重要因素。税务部门
将以信息化为支撑，

努力构建集约
化、便捷化、低

成本、高效

能、公平化的税收营商环境。
为此，税务部门不断优化“一部手机

办税费”系统功能，目前可办理的税费业
务达110余项，覆盖了90%以上的高频
业务，已经完成1426万笔税费征收，累
计办理税费缴纳47.8亿元。着力建设区
块链发票管理服务平台。自2019年7月
20日，“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开出全国
第一张区块链电子冠名发票以来，已实
现区块链电子发票在我省主要景区、昆
明市地铁、丽江市“数字小镇”、普洱市普
洱茶产业和零售、住宿、交通、餐饮等行
业共2232户纳税人的推广应用，开具区
块链电子发票9.8万张，开具金额共计
3592.55万元，为纳税人使用发票实现了
开具简便、不可篡改、全程追溯、成本降
低的目标。大力推行“非接触式”网上办
税缴费。推行全程网上办理事项299项，
推出“网上申请领购发票、线下免费邮寄
配送”发票服务，全省非接触式办理涉税
业务量占比达到87%。有力推动“银税
互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云南
税务与22家银行签订“银税互动”合作协
议，目前，金融机构依托“银税互动”工作
机制，共向企业发放贷款5.18万笔，贷款
金额36.97亿元，其中，向小微企业贷款
35.5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