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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应对下行压力，提
振工业经济？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运行面临的
压力不小。多重因素叠加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了市场预期。但同时，我国积
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工业增长的政策举
措，努力克服不利影响。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高
于2021年四季度2.6个百分点。其中，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制造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8.9%，为2016
年以来最高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4.2%。工业经济主要指标
平稳增长，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罗俊杰坦言，受内外部环境影响，
3月以来工业经济出现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比如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堵点卡
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等。
　　“要看到，我国工业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恢复发展的总体
态势没有改变，提振工业经济仍然具
有坚实基础。”他说，应对当前压力，要

加强前瞻性预判，做好跨周期调节，实
施精准性对冲。工信部正抓紧抓实推
动政策落地，针对形势变化，研究储备
工业稳增长接续政策措施。
　　“在产业链方面，针对重点领域确
定一批‘白名单’企业，加强部省协同
和跨区域协调，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畅通。”他说，还要加大重要原
材料保供稳价力度，精准帮扶中小企
业渡过难关。

  部分物流受阻，如何畅
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部 分 物 流 受 阻 ，对 产 业 链 供 应
链的稳定和畅通带来压力。以汽车
为例，一家整车企业上游供应商多
达上千家。今年以来，疫情多点散

发，对汽车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较大
冲击。
　　罗俊杰说，工信部正多措并举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完善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建立汽
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等重点产业
链龙头企业日调度机制，发挥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协调平台的作用，保障重
点企业稳定生产和重点产业链运转顺
畅，加强部门联动和政策协同，及时
协调解决企业物流运输中的问题诉
求，努力做到“原料运得进、产品运得
出”。
　　他说，工信部将继续加强原材料、
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加强通信大
数据精准支撑，持续发力帮扶中小企
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医疗物资和生
活物资供应保障。

  中小企业承压，怎样稳
住市场主体？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增多，
大量政策的出发点要聚焦在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纾困发展上。
　　罗俊杰说，工信部将推动落实已
出台的助企惠企政策，同时，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进一步帮扶中小微企业的政
策举措。目前，工信部已启动“一起益
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部署各地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组织服务进企业、进园
区、进集群，为中小企业送政策、送管
理、送技术。在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方
面，他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梯度培育力
度。今年，“小巨人”企业准备再培育
3000家左右，带动培育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5万家左右。
　　“目前正在完善‘小巨人’企业的
认定标准，计划5月左右启动第四批

‘小巨人’企业培育认定工作。”他说，
还将围绕产业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从病毒的具体特点来看，坚持“动
态清零”方能遏制快速传播。
　　奥 密 克 戎 具 有 传 播 速 度 快、隐
性感染和轻症病例比例高等特点，
正因如此，牢牢坚持“动态清零”，以
积极应对切实阻击疫情传播，才能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坚持“动
态清零”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感染。
　　我国是人口大国，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不管“防”、只管

“治”，医疗卫生资源将面临挤兑风险，
大量有基础性疾病患者、老年人、儿童
和孕妇等人群身体健康将受到威胁，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将受到影响。要毫
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最大限度缩小
疫情影响范围，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重
症和死亡。
　　从世界各国的抗疫成效来看，坚
持“动态清零”才能真正掌握主动。
　　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选择“与新
冠病毒共存”，导致住院人数和死亡病
例激增，感染人数持续保持高位；还有
一些国家倡导“群体免疫”“自然免疫”
的应对方式，导致感染和病亡人数高
居不下。
　　坚持“动态清零”，是基于我国的抗
疫实践总结出的科学路径，是基于现实
国情所作的正确选择，是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最佳选择，更是尽快遏
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的关键所在。

　　——— 以快制快，把“动态清零”真
正落到实处。
　　占地约60万平方米，约5万张床
位……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
快速投入使用。从任务下达到首批床
位交付，数万名建设者争分夺秒、奋力
拼搏。曾经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
医院的中建三局，选派人员星夜驰援。
　　武汉、深圳、吉林……每当疫情来
袭，城市虽然按下“慢行键”，但“与病
毒赛跑”的脚步更快了：通过缩短流调
排查时间，及时定位重点区域；通过加
强部门协同，“四应四尽”再提速，把

“动态清零”真正落到实处。

　　——— 科学精准，不断优化“动态清
零”相关举措。
　　坚持“动态清零”，重在科学精准。
两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举措根据疫
情形势变化不断优化调整：印发新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出台方
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推行“抗原检测
+核酸检测”方案……一切旨在将各项
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 立足长远，把“动态清零”置
于全局统筹。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在人
与病毒的斗争中，最高的人权就是人
的生命，是健康的生命。”
　　疫情早期发现手段再升级，隔离
收治能力再增强，感染者分类收治机
制 再 健 全 ，疫 情 处 置 再 提 速 再 聚
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
筹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合力至关重

要，要用更高的眼光从长远看得与失。

　　坚持“动态清零”，武汉经济社会
发展重回“主赛道”、跑出“加速度”；吉
林宣布各市州均实现社会面清零目
标，黑土地上春耕的火热场景陆续回
归；深圳经历7天“慢生活”后实现了社
会面动态清零，这座城市的产业链供
应链正在稳步“返场”。
　　彭博新闻社网站发表的题为《为
何全世界需要中国的清零政策》的文
章强调：如果中国放弃清零政策，让新
冠病毒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限制地在14
亿人口当中传播，这给人类和经济带
来的损失会远远高于中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当前所面临的风险。
　　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就要尽快阻
断疫情在社会面传播，就要把“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贯穿始终。
心系群众冷暖、倾听百姓呼声，保障好
群众就医需求，做好“米袋子”“菜篮子”
等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努力用最小的
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
是精神的对垒。
　　疫情防控形势越是严峻复杂，我们
越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一切为了人
民，并依靠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紧
要时期，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持续
攻坚，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 从抗疫实践看价值追求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提振工业经济将如何发力？
  国内疫情近期多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带
来挑战。部分物流受阻，中小企业运行成本较高，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更
加迫切。
　　怎样看待工业走势？提振工业经济如何发力？19日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罗俊杰进行了回应。

4月19日，在长春市一处保供超市，工作人员帮助居民代买生活物资。

  “动态清零”是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最佳选择

  “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体现在“动态清零”每
项举措之中

  继 续 坚 持“ 人 民 至
上、生命至上”、坚持“动
态清零”不动摇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确定了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的价值追求，是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