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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李松）对新冠肺炎确诊贫困患
者每人每月发放临时救助金，对相关扶贫企业给予
一次性生产补贴或贷款贴息……近期，重庆连续出
台政策举措，努力防止贫困人口因“疫”返贫。

在重庆万州区，贫困新冠肺炎患者王女士没想
到，自己刚治愈出院还在集中隔离期，相关扶贫帮扶
政策就落实到位了。“帮扶责任人在得知我患上新冠
肺炎后，第一时间就把相关资料报送给扶贫部门，经
过认真审核，临时救助金、贫困户新冠肺炎专属保险
等政策一样不落都落实了。”王女士对每项救助帮扶
政策都记得很细，“临时救助金是每月低保标准的两
倍，有800多元。另外，专属保险每天补偿100元。
我住了13天院，得到1300元。政府扶贫帮扶真的很
贴心很暖心。”

“截至3月8日，万州区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有118
例，是重庆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这其中贫困新冠

肺炎患者就有3人。”万州区扶贫办主任雷传亮介
绍，根据全市统一政策，区里密切跟踪每一位受疫情
影响贫困人口情况，及时兑现扶贫帮扶，力争将疫情
对贫困群众的影响降至最低。

重庆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正
一手战“疫”、一手战贫，不因疫情影响脱贫攻坚
成色和质量。在产业扶贫方面，重庆正在调整和
优化扶贫资金使用要求，对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带
动贫困户发展的扶贫企业，给予一次性生产补贴
或贷款贴息。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突出贡献、社
会效益好的涉农企业，优先支持其参与符合条件
的脱贫攻坚项目。

同时，重庆市还开通了扶贫小额信贷绿色通道，
简化办理程序，满足贫困人口产业发展的信贷需求，
实现应贷尽贷。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还贷的，最
长可延期6个月还款，继续享受财政贴息等政策。

工人们在生产线上监控着设备运行状况，白色粉
末状的原料药源源不断从机器中生产出来……在重
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一桶桶磷酸氯喹原料药将被运
送至上海等地的制药企业，用于生产治疗新冠肺炎的
药物磷酸氯喹片。

康乐制药有限公司位于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抗疟疾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磷酸氯喹原料药是其主
打产品之一。“我们去年年产磷酸氯喹原料药只有三四
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需求量猛增。2月1日我们接
到相关部门的复工保供通知，4日正式复工全力以赴生
产磷酸氯喹原料药，目前已累计生产约15吨，基本能保
证国内药企的生产需求。”该公司副总经理杨继斌说。

长寿经开区是国家级工业园区，作为我国西部重
要化工产业基地，共有综合化工、化学医药、化工新材
料等化工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8家。化工产品是不
少行业的上游原料，像康乐制药一样，这个开发区有
多家企业正为下游医药企业供应原料。

医用聚乙烯醇是生产防感染医用织物处置袋、医
用胶片等的原料。在中国石化重庆川维化工公司，生
产线机器轰鸣，一袋袋医用聚乙烯醇被生产出来，工
人们用叉车将其堆放整齐，等待运往广东、河南等地
的医药企业，这些企业最终生产出的处置袋、医用胶
片等产品将主要用于支援武汉相关医院。

川维公司聚乙烯醇运行部主管技师文敬勇介绍，
医用聚乙烯醇此前不是企业的主要产品，产量较小。
疫情发生后，公司紧急安排2条生产线专门生产医用
聚乙烯醇，目前已累计生产近300吨，而去年全年的
产量只有300多吨。同时，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物
流企业如期将原料送至下游客户，保障了相关抗疫物
资的正常生产。

除了做好原料供应，长寿经开区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利用原料优势生产防疫用品。位于开发区的重庆市
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在开足马力生产消毒用品原
料次氯酸钠的同时，还临时建成罐装车间生产“84消毒

液”。公司董事长田时静说，次氯酸钠是企业多款产品
中的一种，疫情发生前每天产量只有二三十吨。为保
障消毒市场需求，公司自1月26日起紧急调整生产计
划，现在次氯酸钠产量达到了每天260吨；此外，在政
府特别审批政策的支持下，公司3天就获得了消毒液
生产批文，目前已生产800吨“84消毒液”。

长寿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难、原料和物流保障不足导致部分企业“没米
下锅”，是制约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问题。化工企业
往往位于产业链前端，长寿经开区一方面派出11个工
作组下沉企业帮扶，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督促原料
生产企业尤其是医药行业上游企业加快复工，保障原
料“活水来”；另一方面，抽调40名干部组建产业链梳
理专班，帮助园区重点企业的123家配套企业、327家
物流企业协同复工，促进整个产业链联动。目前，长
寿经开区330多家企业中已有299家复工复产，其中
规上企业、外资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3月10日，一列来自青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在重庆团结村车站等待发车，开
往广西钦州港。这是重庆充分发挥通道物流和运营

组织中心的功能定位，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在疫情期
间开通的首列市外复工复产专列。

新华社发 黄伟 摄

江津区
启动2020年农业科技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万萍）为进一步提高江津区
农民科学素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科技推
动农业发展 农业助力全面小康”江津区2020年农
业科技宣传月活动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主要采用网络科普形式，分为“农业科
普网络知识竞赛”和“农业科普网络知识宣传”两部
分。其中，网络知识竞赛依托微信平台以知识竞答
形式展开，设置有奖竞答、闯关答题，积极动员全区
农业从业人员参与答题；网络知识宣传则利用区科
协网站、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
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推动农民群众树立科学生产、
健康生活、协调发展的理念。

据悉，农业科技宣传月活动是江津区科协服务
“三农”的特色品牌活动，于每年3月展开。

科学战科学战““疫疫””重庆在行动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重庆化工基地

力保防疫产品原料“活水来”
新华社记者 周 凯

重庆连续出台政策举措
防止因“疫”返贫

涪陵区科协
扎实做好疫情下的扶贫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彭常波）近日，涪陵区科协帮
扶干部深入马武镇林口村开展慰问及协助疫情防控
工作，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

据了解，区科协干部按照“村不落户、户不落人”的
要求，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摸底排查，全面掌握贫困
人员的健康情况，摸清贫困户的产业与就业方向，对接
好贫困户的就业需求。同时，采取“以购代扶”、网上销
售等帮扶模式，大力发动和引导机关干部职工购买贫
困户所养殖的家禽、种植的蔬菜，积极帮助其打开销售
渠道，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贫困户助销鸡、鸭、鹅等家禽
共计300余只、蔬菜水果1000余斤，助销金额达3万余
元，增强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信心。

南川区科协
助力疫情下的春耕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张锦）近日，南川区科协组织
开展“春天有我暖心服务”助耕支农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区农学会农业技术骨干、科普志
愿者一行15人，前往重点乡镇（街道）科协、农技协、
科普基地和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指导和复工复产服务。

据区科协领导介绍，他们每到一地，开展番茄椰
糠袋培、精准水肥一体化、番茄斜蔓管理、蚜虫黄板
预计防控等技术培训，指导当地农户做好番茄青枯
病生物菌、低温对农作物的影响防控和土传病害的
防控。目前，南川区腾春蔬菜农技协已完成50亩番
茄的定植和初期管理，疫情对当前作物春耕生产的
进度和时节影响较小。同时，加大对龙头农业企业
科普政策宣传解答，为企业搭建申报财政扶持项目
的平台，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