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搅扰了国人的工作生

活。全国各地企业行动起来，或捐钱捐物，或科研

攻关，各展所长，参与抗疫战斗。但驰援一线，在体

现担当和胸怀的同时，部分中小企业也面临着现实

的运营压力。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山东济南创业者刘昌

感叹：“年前跟客户沟通时，我总说‘年后再说吧’。未

曾想这是个漫长的年关。何时复工？谁知道？”这句

感叹背后是全国各地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

业面临的压力：无营收却要承担房租、开不了工业务

停摆、银行贷款……疫情当前，如何力挺企业共度时

艰？“及时雨”来了。

各地新政“遍地开花”，重
在“马上能落地、立即能见效”

好消息最先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位于江

苏省东南部的地级市苏州发出的。

在“20200202”，这个流传于朋友圈的“对称日子”，

苏州市率先出台《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

意见》，开启了地方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大幕。

两天后的 2月 4日，山东省印发《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成为国内首个因疫情出台支持中小企

业政策的省份；此后，浙江省、海南省、黑龙江省、重

庆市、厦门市、珠海市、沈阳高新区等地方迅速跟进，

以“应对新型肺炎，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为主题

的政策相继出台，在国内呈“遍地开花”之势。

5 日，广西南宁出台措施提出，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中小企业，不得盲

目抽贷、断贷、压贷，保障企业在各银行机构信贷余

额不下降等等。

这些政策或长或短，但共性在于抓住痛点，从

支持科技研发、强化金融支持、减轻税费负担、加大

稳岗力度等几个方面，“对症下药”，提出马上能落

地、立即能见效的应急政策举措。

从减税稳岗到科技攻关应
急项目，“对症下药”成关键词
“打铁还需自身硬，加油！”2月6日，珠海金嘉创

意谷总经理叶伟轩对文件出台点赞，一大早便在朋

友圈进行了转发。叶伟轩眼中的“文件”，是当日《珠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的出台。

文件从科技项目攻关、劳动用工补贴、贷款贴

息补贴等 10 个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其

中指出，“对获得国家科技部、广东科技厅 2020 年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科技攻关应急

项目支持的项目，按国家、省支持金额的 50%给予

配套支持。”

距离珠海 4000 多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被当

地企业称为“暖心 14 条”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早在 5 日便已发

布。《意见》瞄准受到新型肺炎影响、生产遇到困难

的中小企业，在企业财税政策支持、稳定企业职工

队伍、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稳定生产、减轻

企业生产经营负担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而与黑龙江省相近的沈阳高新区则出台《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

渡难关的八项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疫情防控产品

的研发投入，对已开展疫情防治药物、医疗设备、防

控设备、消毒制品、病毒检测等新产品研发生产的

企业给予 20%的研发投入补贴，对承担国家及省市

防治新型肺炎科研攻关应急专项的企业，每个项目

经费将按 1:1比例给予资金配套。

梳理全国各地的“应急新政”，都有的放矢，对症

下药，这些政策举措普遍将执行至少3个月时间。

事关企业生存，新政是
“及时雨”，更是精准施策

疫情发生后，东北科技大市场以自有资金“芝

倪资本”研发经费直接投入的形式，在全省 24家科

研院所工作站中挖掘优秀人才、团队科研项目，征

集应急科研技术。“一早看到这八条举措，很是鼓

舞。”东北科技大市场总经理王丽说，政策不虚，切

实为企业着想，我们也将携手企业渡过难关。

一方面，企业大多是外地雇工，受疫情影响面

临无人可用困局；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每月均有较

大的厂房租金和贷款压力。这是江苏苏州部分中

小企业面临的难题。而“苏州十条”的出台显示出

其及时、有价值的一面。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公司为抗疫一线提供红外体

温测试仪，但事发突然导致企业备货不足。按照《措

施》，该区相关部门协调开辟“绿色通道”，还申请外

采核心元器件迅速通关，解决企业达产的根本问题。

“政策涉及资金、费用、成本、用工，是在疫情防

控中作出贡献的中小企业最关注的生存问题。每

项政策都能够具体落地，有措施、有要求、有时间、

有牵头部门，对于企业来讲能够更容易地找依据，

对标准，是实实在在的扶持优惠。”山东省宏观经济

研究院投融资研究所所长迟泓认为，新政的出台是

“及时雨”，更是精准施策。

为企业解困 各地紧急出台“暖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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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就没有欣欣向荣

的中国经济。

这些年来，全国中小企业立足自身优势，转变

发展观念，积极拓展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实力愈

发雄厚，有力带动了社会就业，方便了人民生活，

为多年来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是国家不断走向富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为新型肺炎的出现，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

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些企业遇到较

大困难，甚至面临生死考验。关键时期，全国各地

党委政府感同身受，针对中小企业最现实的困难，

迅速推出了一系列与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举措。

应对新型肺炎的非常之举，为许多中小企业减轻

了实际负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困难，让他们有了

更多的回旋余地，成为中小企业的“及时雨”。更为重

要的是，这些举措传递出了党委政府与中小企业同舟

共济、共渡难关的强力信号，让中小企业看到，企业与

国家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中小企

业，始终把中小企业放在重要位置进行通盘考虑，更加

坚定了中小企业与国家、地方共渡难关的信心。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和考验，每克服一个困难，每经历一次考验，都会

让企业迈上新台阶，变得更强大、更成熟。现在，

中小企业确实面临困难，但是有党和国家的关怀，

有企业自身的不懈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小

企业一定能渡过难关，迎来一片发展的新天地。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龙跃梅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里，

准确权威的疫情信息发布关系到社

会公共秩序的稳定。但仍有极个别

网民不顾社会大局和事实真相，通

过网络编造、传播、散布疫情不实信

息，在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甚至

引发恐慌。2 月 4 日，山西省公安厅

发布了依法打击处理的 10 起网络

谣言典型案例。

谣言危害自不必说。面对此次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我们仍未跳

出“大疫面前有大谣”的窠臼，还有

少数人或出于愚昧无知，或出于心

理扭曲，制造或传播谣言。1 月底，

吕某先后在多个微信群内散布“在

运城市空港北区××小区内，四个

从武汉回来的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发烧不敢去治，都死了”的

信息，造成当地一定范围群众恐慌。

还有诸如“吃大蒜胜过杀病毒

的口腔药物”“吃香蕉会得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香油滴鼻孔可阻断传

染”等等。甚至还有人把疫情与妖

魔鬼怪联系起来，迷信与愚昧混淆

视听。尤其是，现在制造和传播谣

言者借助了网络平台和渠道，更加

容易造成谣言扩散，所带来的负面

社会影响自然也就更大。公众在疫

情面前难免会陷入焦虑和恐慌情

绪，而相关谣言的传播，会加剧焦虑

和恐慌情绪，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

出一些错误选择，轻则带来工作、生

活上的困扰，重则导致经济上的损

失、健康或生命损害。

抗击疫情要抵制谣言。对于

公众、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的各

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要仔细甄别，谨

慎传播，不要成为谣言传播的工

具；而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在疫情

面前更要加大对制造和传播谣言

者的打击力度，依法惩治惩戒当事

人，也警示他人。

我们要有战胜疫情的信心，更需要用科学战胜谣言。由于

缺乏科学防护知识,谣言大肆传播。而科学，就是要在不断的探

索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新型肺炎

疫情的病因、传染、患者的症状、治疗、预后等待各个环节，我们

都需要进行科学准确的知识宣传和普及，比如普通民众如何掌

握预防知识和技能而不被传染？隔离观察者如何注意起居饮

食？患者如何配合治疗早日康复而不传染别人？公众场合如何

做到有效预防？显然，我们需要在诸多方面加大科学普及和宣

传力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充分接触各方面的不同信息，掌

握并积累识别谣言的知识本事。

日前，中央政治局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会议强调，要有针对

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

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

力。让我们把疫情危机，转变为传播科学知识的时机，以科学知

识战胜愚昧，用事实真相抵制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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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晚，在湖北省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副省长杨

云彦介绍：截至 2 月 5 日 24 时，湖北省累计报告病

例 19665 例，已经治愈 633 例。从患者救治情况来

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13例，新增死亡病例 70例，

连续 6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超过新增死亡病例。

全省现在共有 97家检测机构开展了核酸检测

检验，中国疾控中心和 17 个省份的 83 位实验室检

测人员增援湖北。2月 5日，全省共检测样本 12277

例，其中武汉市检测样本 6500份，全省累计检测样

本 89685例，武汉市累计检测样本 43000多例。

整合军队和各省医疗资源的力量，截至 2 月 5

日 20 时，共有 107 支医疗队，10596 名医疗队员在

湖北省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其中武汉市有 96

支医疗队，9061 名医疗队员。另外向疫情较重的

10 个市、州派驻了 11 支医疗队，一共是 1535 名医

疗队员。

杨云彦说，目前我们疫情防控进入了一个关键

的时期，医护人员存在比较大的缺口。现在有 9个

市、州，向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请求医护人员的支援，

初步统计缺口大概是 2250 人左右，特别是一些科

室，包括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和感染科。他说：

“我估计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为了缓解这个

情况，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各个市、州医疗资源潜

力，统筹调配医疗人力资源，鼓励各个医疗机构返

聘身体较好的退休医务人员回来工作；另一方面向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请示，请求国家继续指派医务人

员支援我省疫情防控工作。”

杨云彦说，现在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与物资供

应紧缺情况是相关联的，比如说防护物资不能及时

足额到位，有一些病房病床就不能充分的开放，这

样的话进一步影响了医护人员开展相应的救治工

作。他说，当前医用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等供

给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缺口。

湖北连续6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超过新增死亡病例
吴 言 本报记者 刘志伟

科技日报重庆2月 6日电 （记者雍黎）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相关研究可得到支持。6 日，重

庆市科技局发布《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协同攻关强化突

发疫情防控科技支撑的若干举措》，提出健全科技协同攻关体

系、加大研发项目支持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等九条具

体举措。

在加大研发项目支持力度方面，结合疫情防控实践产生的

相关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直接纳入市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方向，

优先立项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的疫病防控相关新产品、新技术应

用研发，优先纳入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支持方向，并

按实际研发投入的 20%给予资助。推进国内外科技合作，积极

引进知名研发机构和高水平科学家团队等创新资源，围绕疫情

防控、诊治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联合攻关。

对科技型企业支持上，不仅会发放科技创新券用于购买研

发服务，而且加强应急转贷服务，确保 2020 年科技型企业知识

价值贷款余额不低于 2019 年同期余额。同时将选派专业技术

领域专家为企业提供研发咨询服务。

对参加抗击疫情一线工作的科研人员，在自然科学系列职

称评审和市科技奖励评审中予以倾斜。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导致不能按期结题的，以及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开展

的科研项目，可以延期结题。对明确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科研项

目，经费使用实行“包干制”，经费使用不受科目和比例限制。

重庆市科技局将与市卫生健康委、市药品监管局等行业主

管部门协调联动，建立疫情应急科技攻关绿色通道机制，快速分

批启动科技研发项目和科技平台建设项目。

目前，重庆市科技局已启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

急科技攻关专项”，首批 8个项目。重点围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疾病防控、快速检测、对症药物、临床救治等方面开展研

发活动，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重庆推出科技支撑九条举措

助力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体温 36.6 度，正常，您不要担心。”2 月 6 日上

午 9时，成都高新东区草池街道绛溪社区卫生服务

站心理疏导师刘光辉为居家隔离居民量完体温后，

又耐心回答了居民的疑问，疏导其焦虑的心理。

自疫情出现后，刘光辉所在的心理疏导服务志

愿队就忙碌不停，每天早晚两次固定上门为居家隔

离人员测量体温，教他们专业的防护知识，宣传最

新防控动态，同时纾解他们的压力，做好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我们都单独留了电话、加了微信，可以

随时回答他们的疑问，引导他们调整心态做好防

护。”刘光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每一

名普通群众、医护人员、患者的心理健康也带来一

系列挑战。为了能够更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健

康问题，从 1月 30日起，成都高新区联合社会组织，

开通疫情关爱援助救助热线，组建社区专业心理疏

导队伍上门服务，从线上到线下为群众做好心理疏

导和情绪纾解。

“热线主要集合了疫情发现举报、心理支持、网

络辅导等功能，由近 40 名持证专业社工和心理咨

询师提供专业服务。”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执行主任余长芳说，接到心理咨询来电

后，工作人员会根据来电者实际情况进行分级，常

规心理现象由专业社工回答引导，较明显的心理问

题会转接专业心理咨询师，在线下持续跟进，进行

一对一、面对面的专业、细心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冯洁说，心理咨询者多为留观人

员或因同小区或周边出现过确诊病例而担心自己

及家人被传染的市民，通过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的辅

导，这些市民的紧张情绪已得到初步缓解。“说实

话，在家里待久了，感觉要发霉了，多亏了他们给我

们做好心理疏导，教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疫情，这些

都很暖心。”一位居家隔离居民感慨道。

“目前疫情正在紧张的防控状态当中，广大群

众极容易产生焦虑、害怕、自责等负面情绪，实施心

理测试和相应的精神心理干预很有必要。”刘光辉

说，抗击疫情特别需要大家尽快调节自己的心理状

态，保持平和、理性、乐观等积极心态，才能促进自

身免疫力增强，更好预防或治疗病毒感染，保证自

身的安全健康。

社区心理疏导师出马 成都打响“心理防疫战”
陶玉祥 本报记者 盛 利

科技日报青岛2月6日电（记者王建高）6日，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

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传来喜讯：为了加速对抗新型

冠状病毒的药物筛选进程，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基

于“蓝色药库”研发基础，利用全国各地科学家们贡

献的海洋天然产物信息，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

病毒基因的保守性，结合知识图谱技术收集类似蛋

白结构信息，确立了病毒配体 Spike蛋白、病毒受体

ACE2 蛋白、病毒蛋白酶 PLpro（papain-like prote-

ase）和 Mpro（3C-like protease或 main protease）、介

导病毒 RNA帽子的甲基化修饰的 nsp16、与病毒转

录 复 制 相 关 的 RdRp（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和潜在的病毒用于干扰宿主免疫的 X

domain 蛋白共 7 个药物筛选靶点，通过同源模建、

分子动力学模拟等手段，构建了可直接用于虚拟药

物筛选的靶点口袋。

据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介绍，上述这

些数据信息已于 2月 2日向全社会开放共享。

据不完全统计，从开放到 2 月 6 日的 4 天时间

里，有来自国内外高校、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等近

百家单位进行了注册下载。据分析，对目前 7个靶

点模型关注热度不尽相同。依据下载频次，目前关

注度较高的为“Spike 蛋白的 RBD”靶点，其他 6 个

靶点关注度基本相似。

共享信息发布后，多家研究机构及药企的科研

与工程技术人员围绕药物虚拟筛选、筛选数据分

析、药物计算软件开发与应用以及化合物药理研究

等方面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科学家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研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探讨合作

机制和途径，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后续工作。

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将继续发挥多学科交叉、大平台、大

协作的优势，不断拓展药物苗头分子筛选数据库。

目前，针对病毒靶点的分子对接和分子动力学模拟

计算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据预测有望获得 2000 余

个苗头化合物，同时加速研究分子与细胞水平的生

物实测验证。这些数据信息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

将会加快向全社会开放共享，以推进防控药物研发

进程。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

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虚拟模型开放共享

春节储备的余粮吃得差不多了？如果你居住

的城市隔离政策又尚未解除，那么，出门买菜便是

一项技术活。如何买得精准、买得营养，孕妇和哺

乳期的妈妈特殊时期又该如何补充营养，0—6 岁

的宝宝现在又该怎么吃饭？2 月 5 日，中国营养学

会妇幼营养分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间

妇幼人群居家膳食/喂养指导建议》（以下简称《建

议》），分会主任委员、《建议》的主要执笔人、南京医

科大学教授汪之顼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食物供应时效性影响最突出的首先是新鲜绿叶

蔬菜、水果，其次是新鲜鱼虾肉类、新鲜乳品，可通

过相应措施加以弥补。

此次发布的《建议》指出，在住居区域受到管

制、外出受限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利用有限的外出

采购时机，优先购买和储存鱼虾和肉类、蛋类、蔬

菜、奶类、豆类、坚果类、水果、油和盐。“需要按照食

物方便储存的特点，确保每一类食物可得。”汪之顼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具体来说，选购鱼虾和肉类时，优先考虑冷冻

的瘦猪肉、牛肉或羊肉等红肉，以及冷冻的虾仁、海

鱼等。不建议过多烟熏、腊制类鱼、肉制品。

采购蔬菜时，可以优先选择耐储存的根茎类蔬

菜如洋葱、绿色萝卜、胡萝卜、莴笋，保存期长的大

白菜、包心菜、青椒、南瓜、冬瓜等，以及可以长期保

存的干的菌藻类如木耳、香菇、紫菜、海带、裙带菜。

“面向大众、孕妇、乳母的膳食指南以前都有，

但是在特殊时期，食物的供给可能不如以前充分，

而孕、产妇由于特殊生理状况，免疫系统承受自身

和外在双重压力。面对病毒，如果人体能储备丰富

的营养来提高身体免疫力，就可以避免中招。”汪之

顼表示，该《建议》的发布，主要想帮大家了解，特殊

时期，吃哪些食物，对补充营养最重要。

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正处于补充营养的关键

时期。专家们建议，即使食物供给不充分，孕期女性

也要尽量优先保证每天吃100克瘦的红肉，碘盐，1—

2个鸡蛋，最好能有 500克新鲜蔬菜，而且一半以上

为深绿色蔬菜，水果 200—400 克。孕早期每天 300

毫升液体奶，孕中晚期每天 400—500ml液体奶（牛

奶、羊奶，鲜奶或配方奶，优先推荐配方奶）。

哺乳期的妈妈，则应优先保证，每天膳食中有

220 克左右的鱼、禽、蛋、肉类（含动物内脏），牛奶

400—500毫升，如口味可接受，推荐选用营养强化的

孕产妇奶粉，平均每天能有相当于25克干大豆的豆

制品，炒制或烤制的坚果 10—15 克。每日蔬菜类

500克，其中绿叶蔬菜和红黄色等有色蔬菜占2/3以

上，水果类200—400克。如新鲜蔬菜供应受限，可以

多选耐储存的绿黄色根茎、茄果类蔬菜（如绿萝卜、

胡萝卜、莴笋、番茄、茄子）以及干的菌菇类蔬菜。

妈妈、宝宝防疫期间怎么吃饭？
8大类食材与营养剂优先推荐
金 凤

2月 6日，在邯郸市复兴区一家防护服生产企业，工作人员在赶制防护服。 新华社发（董彦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