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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快速反应、科
学防控、精准施策，全市上下同欲、齐
心协力，全力以赴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打硬战须用硬招。“五个清仓见
底”专项行动这一硬招，在科学评估疫
情风险和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
济社会运行秩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行百里者半九十。好的形势来之
不易，我市慎终如始战疫情，用实际行
动巩固拓展良好势头。

城市不断唤醒
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

春暖花开，公园里、江堤边，戴着
口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欣赏“迟
来”的春色。

街道上，餐饮店、服装店、书店等
相继开门营业；农贸市场，有序恢复活
禽交易；马路上，车水马龙，熟悉的喇
叭声、喧嚣声又回来了。

各地工业园的车间里，生产机器
轰鸣阵阵；重点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
天的作业早已开启……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市委、
市政府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尽最大努力降低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市委、市政府早在2月初就谋划
复工复产，‘五个清仓见底’把三返人
员、流动人口纳入其中，掌握他们的行

为轨迹，就是为后期复工复产做准
备。”市“五个清仓见底”工作领导小组
分析研判组成员、市卫健委副主任张
贤惜说。

2月9日,“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
动启动后，我市摸清了疫情底数，掌握
了战“疫”主动权，逐步恢复发展所
需要的秩序，先后印发《关于加强疫
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小区封
闭管理服务企业有序开工的通知》
《关于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定
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分区分
级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暂行）》等
一系列文件，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交 通 是 畅 通 复 工 复 产 的 “ 生
命线”。

自2月底以来，全市21家港口企
业、19家危货运输企业和126家一、二
类维修企业全部复工，100余家普货运
输企业相继复工。目前，市区50条公
交线路班次、时间恢复正常，1782辆出
租车正常营运，29条省际班线恢复26
条，21条市际班线和18条县际班线已
全部恢复……

引江济淮工程、合安高铁、安九高
铁等重点项目陆续复工复产，全市投
资亿元以上重点项目累计开复工461
个，其中续建项目复工368个，复工率
98%，新开工项目93个，开工率30%，
进场人数超过3万人。“专项行动是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保障。我市重点项目施工人员多，对
外来返岗人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各
项措施。市发改委积极协调解决重点
项目复工人员防疫物资、集中居住、核
酸检测等问题，保障重点项目开复工需
求。”市发改委重点办负责人何焰说。

截至4月8日，全市已复工规上工
业企业1586家，复工率99.6%。规模以
上服务业复工企业 273 家，复工率
94.46%；限上商贸企业复工868家，复
工率100%；外贸企业复工522家，复工
率96.67%；外资企业复工126家，复工
率99.21%。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累计复工607个，复工率97.9%。

“两长”发力 干部下沉
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完善

“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动涉及面
广，需要上下联动、部门配合、群防群治。

这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次有效
探索——

宜秀区芭茅巷社区同庆小区南苑
23栋单元长鲁飞，在摸排之初建立包
保微信群、留下电话号码。4月7日上
午，他接到居民江启龙的电话，报备其
女儿将于4月8日从武汉返宜，鲁飞了
解情况后立即上报社居委和小区物
业。目前，江启龙的女儿独自在家隔
离，村医每天上门测量体温。

芭茅巷社区共有60个单元长，由
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居民等组成，每人

包保50户左右，单元长们已在基层摸
排近2个月。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的
变化，目前这60名单元长重点摸排境
外人员，随时掌握散居社区境外人员
底数和动态情况。

在开展“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
动过程中，围绕“网格化管理、小单
元作战”，我市创新推行“两长制”，
共设单元长 14910 人、联防长 12880
人，全市149个乡镇（街道）、1546个
村（社区）实现全覆盖，在基层织密
第一道防控网。

这是对部门协作的深度考验——
公安、交通、卫健、市场监管、外事

等部门各司其职，有力有效把好关。
各部门加强数据比对、工作衔接，

排查出的线索及时共享、比对，确保每
条线索追踪排查到位，确保所有重点
人群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日清日结”，
真正实现环环相扣、不留死角。

各部门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
网+”、核酸检测等科技手段，加强信息
共享联动，通过公安科技、安康码APP
等渠道，精准锁定重点人群，组织专家
会诊科学救治，提升工作精准度，减轻
基层工作负担。

这是对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
命”的一次淬炼——

做好社区封闭管理、逐户摸排、联
系包保……在全面动员群众的基础上，
市县两级抽调机关事业干部 9000多
人，下沉基层社区（村），实施“网格化”
巡查、“地毯式”排查。 （下转第四版）

慎终如始战疫情 奋力夺取“双胜利”
——我市开展“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动综述之四

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企业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疫情防控期
间，全市上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慎终如始、善作善成，“五个清仓见
底”等联防联控实体化运作，在科学
评估疫情风险和建立同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疫情
防控必须慎终如始”。我市适时开展

“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动，全过程、
全链条管控，在全省率先提出“2143”
随访医学管理模式，确保了存量清仓
见底、增量动态清零。同时，不断调

整、优化防控策略，抓紧抓实抓细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慎终如始做好管理
工作，实现了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的同时，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治理
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越是大考越
考验能力，也越提升能力。面对“大
考”，我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
体化运作筑牢防线，群防群治不留死
角，交出了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安庆答卷”。专班推进工作机
制、工作落实机制、督查督办机制……
一系列有效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有效转化
为治理效能，用实干实绩实效贯彻体
现了“学懂弄通做实”，在严实的作风

里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体现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干部政

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
不靠得住。”慎终如始，必须增强统筹
抓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疫
情防控上，要继续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完善机制，
督查督办形成工作闭环。经济社会发
展上，必须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职责，
把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一直以来，我们压实责任，联防
联控，以高强度高质量推进着疫情防
控工作。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
的良好势头，是目前一项极为重要的
任务。当此防输入压力加大的关口，
仍需要一以贯之，慎终如始、善作善
成，坚定必胜信念，不获全胜决不轻
言成功，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慎终如
始，则无败事。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慎
终如始的态度，拿出巩固成果、扩大
战果的硬招，一定能够夺取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最终全面胜利，也一定能够
巩固拓展生产生活秩序趋稳的良好
态势，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四论“五个清仓见底”专项行动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4月10日，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我市通过推行智能
审批、开辟绿色通道、降低开办成
本等方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激发市场主体创
业创新活力。一季度，全市新增市
场主体4296户。

企业开办方面，我市持续推进企
业开办“一日办结”工作，企业开办
实现线上办理、在线审批、全程电子
化办理，申请人可足不出户实现网
上登记，有效减轻了疫情对企业开
办造成的不利影响。疫情防控期
间，我市对申请生产疫情防控产品
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及时

办结，对于部分企业少量材料不全
或未提交的情况，实行容缺办理，先
办后补，尽最大努力满足疫情防控
的需要。为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我
市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公司、法定代
表人、财务三枚印章的免费刻制、邮
递服务，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减
免费用达85余万元。

今年一季度，全市新设立企业
4296 户，新设立企业注册资本（金）
合计达199.94亿元。截至3月底，全
市 实 有 企 业 95991 户 ，同 比 增 长
16.49%；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达
5983.26亿元，同比增长16.14%。

（记者 项珍 通讯员 卢军）

一季度全市新设立企业4296户
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199.94亿元

本报讯 4 月 8 日，记者从市河
（湖）长办获悉，今年我市将重点向河
湖历史顽疾开刀，对历史堤顶建房问
题，制定堤顶民房迁建规划，引导有
序迁建搬离。

今年是深入开展“五清四乱”整
治专项行动攻坚年。我市将在全面
总结2019年河湖“五清四乱”整治成
果的同时，对专项行动中排查出来
的历史“四乱”问题，进行全面梳理，
分类建立台账。

疏堵结合，对历史“乱占”问
题，按照“严禁+河湖连通+铲平矮
圩”的要求，对河湖管理范围内违

法建设的矮圩严禁加高培厚，或新
建分洪口门、或实行河湖连通。对历
史“乱建”问题，按照“严禁+规划
迁建”的要求，严格涉河涉湖项目
审批管理，严禁堤防管理范围内农
民祖居房原址重建、改建，对历史
堤顶建房问题，制定堤顶民房迁建
规划，引导有序迁建搬离。9月份前
完成迁建规划。

同时，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整改清单，确保历史“四乱”问题整改
不走过场，完成除堤顶民房以外的其
他历史“四乱”问题60%的整改任务。

（记者 沈永亮）

我市向河湖历史“顽疾”宣战

引导历史堤顶建房有序迁建搬离

本报讯 4月12日一大早，宜秀
区大龙山镇中心社区生态专员程吉
盛骑着电动车来到董冲山场，打开
手机上的啄木鸟APP （巡护终端），
点击“我的轨迹”，便开启了一天的
森林防火巡查工作。

“这个软件能记录我的巡护线
路，遇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拍照上
传，指挥平台后方能远程调度。平时
每周至少巡护2次，防火期特别是清
明节、春节等关键节点，基本每天都
在山场巡查。”程吉盛告诉记者。

2019年4月，该区在全市率先筹
集资金采购林业资源防护设备，全
区60个村（社区）分别设立村级生
态专员各一名，实行林长、路长、
河长“三长合一”。去年9月，该区
林长制智慧平台正式投入使用，100
多名生态专员、护林员开启了“智
慧巡护”模式。

“这个智慧平台主要依靠生态专
员和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问题
立即上报，通过巡护终端发送图
片、文字说明，我们能直接看到，
进行远程指挥调度。自从智慧平台
使用以来，已经处理了10多起林业
资源相关事件。”宜秀区林业局副局
长李凯介绍说。

记者通过啄木鸟APP看到，系
统分类较全，首页的通知公告、我

的轨迹、我的日志、盗伐林木、森
林火灾、病虫灾害、人畜破坏、破
坏林地等目录清晰，方便使用者上
传数据。“护林员们年纪偏大，有些
人不会打字，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系
统，后期将会开发语音功能，这样
护林员直接语音报备上传数据。”李
凯表示。

当天上午，宜秀区绿化办副主
任余旭参与森林防火值班，他在区
政府森林防火信息指挥中心，通过
一块块电子屏幕查看各个卡口的值
守情况。“我们对13个重要路口和重
点山场进行远程监控，各乡镇对主
要路段也安装视频进行监控。一旦
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突发情况，立即
联系所在乡镇负责人，第一时间到
现场处理。信息化手段，让森林防
火不留死角。”余旭说。

宜秀区在森林防火上，着重责
任、信息、预防、扑救四大体系建
设，特别是林长制智慧平台的投入
使用，让人防与技防深入融合，智
能化巡护为该区森林防火工作筑起
防火墙。
（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范庆红）

智能化巡护

为森林防火工作筑起防火墙

一季度，全市新设立企业 4296 户，新设立企业
注册资本（金）合计达199.94亿元。

截至 3 月底，全市实有企业 95991 户，同比增长
16.49%；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达 5983.26 亿元，同
比增长16.14%。

4月12日，迎江区党员志愿者在居民
活动广场捡拾垃圾，擦洗小区锻炼器材。

当日，迎江区50多名在职党员利用
周末假期，到三个生活小区参与“在职
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净家园”活动。
今年年初，该区集中推进“在职党员进
社区”工作，在职党员志愿者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小
区卡口值守、捐款捐物等。截至目前，
已有区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乡街
1400多名在职党员参与“在职党员进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

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在职党员进社区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王立
彬）随着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
施农业用地新政策加快落地实施，设施农
业发展正成为当前农村经济新亮点。

记者 12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农
村种植业、养殖业保鲜冷藏、晾晒存贮
等设施，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
态红线的，可以依法合规使用一般耕
地。适应农业生产方式新变化的这一
新政策，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利用管理工
作一大亮点，开始在农村复工复产和脱

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升，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不断涌现，规模
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用地出现新情况新
需求。如种植种类及种植方式的多样化
与生产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
对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设施用地提出新
要求。

新的用地需求来自不断延长的农业
产业链。如现代化的草莓种植、冷藏、加
工，使水利灌溉、电力保障等设施用地要

求迫切。设施农业用地政策需要与时俱
进，不断改进完善。

据自然资源系统数据，3月以来，山
东省公布了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湖南省出台措施保障设施
农业用地需求。四川省发布办法，明确
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使用
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广东省优
先将复工复产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
工流通等项目纳入“点状供地”范围，保
障生猪养殖等设施农业用地需求。

农业用地新政策成农村发展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