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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面广的企业是浙江经

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今年 1 月，我

省出台“5+4”稳进提质政策体

系，进一步坚定全省经济运行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信心和决心，

为企业送上惠企助企“大礼包”，

更大力度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

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惠企助企政策出台以来，落

实情况如何？企业发展最现实、

最紧迫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开展

中小企业惠企助企政策落实情况

专项民主监督，是省委、省政府交

给省政协的一项重点履职任务。

2月底以来，由省政协主席会

议成员带队，各专委会、省政协委

员和应用型智库专家等组成了11

个监督小组分赴全省各地，进企

业、下车间、问实情。省政协还在

浙政钉“浙江政协·掌上履职”平台

开设议政专题，发动省、市、县三级

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网络议政。

监督组共走访全省 28 个县

（市、区）、100多家企业和专业市

场，召开 26 场座谈会，面对面倾

听企业意见建议，了解他们的所

思所盼，建言献策、广聚共识。

走访28个县（市、区）、100多家企业和专业市场，省政协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惠企助企，企业有
本报记者 沈 吟 夏 丹 万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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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
共识，省政协、浙江日报联合开设《团结与民主》专栏，聚焦政协协商建言、民主监督、重点提案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创新探索，展现浙江政协以排头兵姿态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的新样子新作为。今日推出首篇。

相关部门应重视对大型货运联盟的监管和政
策扶持，通过专业的行业组织，提高物流行业运行
的整体效用，降低整个行业的运行成本。

惠企政策数量大、分散广，建议结合数字化改革，建设
“智能化政策通”模块，实现惠企政策精准收集、精准分类、
精准推送、精准接收、精准应用。

委员建言摘录

建议积极开发适应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推行
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商标质押、专利质押等新型抵押方
式，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抵押、质押难问题。

在用工方面，目前政策对高层次人才扶持力度较大，建议
提高一般性、实用性人才补贴政策，引导年轻人回乡就业、去
中小企业就业、往基层岗位就业。

数说

今年 2 月底以来，省政协 11 个监督小组走访全省 28 个县（市、

区）、100多家企业和专业市场，召开26场座谈会。
浙政钉“浙江政协·掌上履职”平台开设议政专题，3 月 1 日至 15

日，有1万多名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踊跃建言，发帖4万多条。

政策更集成、兑现快
“我们企业去年累计享受省级

各项惠企政策补助金额达 80 万元，
感受到了疫情下的温暖。今年 1 月
至 2 月，企业已享受补助金额近 10

万元。”浙江贝尔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津向监督组介绍，预计一
季度产值将比上年同期增长55%。

像贝尔一样，许多企业表示，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惠企助企政策，减轻了
企业的负担，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惠
企助企政策密集出台。“我感受最深
的是浙江落实惠企助企政策，各级
政府和部门都把它作为政治责任真
抓真落实。”省政协委员、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潘亚岚调研
时注意到，在省级政策的基础上，各
市县还结合当地实际出台配套政
策。比如，省里明确要求，各地在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前提下，提取土地
出让收入的 0.5%以上作为“腾笼换
鸟”专项经费，用于盘活工业用地、
企业整治提升、完善园区配套设施
等。温州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1%，
加大助企力度。

不过，在民主监督过程中，不少
企业也反映了一大困扰——文件
多，企业难以全面了解惠企政策的
内容和兑现方式。

以省级“5+4”稳进提质政策体系
为例，惠企助企政策涉及 10 多个部
门，文件多、条款多，且发布渠道多，缺
乏相对统一的政策解读和咨询窗口。
虽然各地通过助企指导员、数字化平
台等，对广大中小企业加强宣传，但企
业的体验感仍有待提升。

“我们发现有些政策内容过于宏
观，还有些政策兑现手续繁琐，中小企
业没法自己进行操作。”参与监督的政
协委员表示，部分企业成立了“政府事
务部”，更多的企业依托中介机构申
报，成本高、时间长，影响实际效果。

在数字化改革大背景下，各地
各展所长兑现惠企政策，如杭州推
出“亲清在线”政策兑付板块，宁波
推出“易甬办”等，但平台多、企业报
送任务重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

在。一些地方推出的企业服务平台
与省级推广的“企业码”并不联通，
平台功能独立于“浙里办”架构。

对此，监督组建议，要进一步打
通 惠 企 助 企 政 策 落 地“ 最 后 一 公
里”，深化政策发布和实施的数字化
改革，推动政策兑现的流程再造，真
正实现“政策找企业”。

纾困更精准、真“解渴”

总部位于长兴的优博络客公司
华东区域财务总监羊廷，最近有一
喜一忧。喜的是，全国两会后国家

又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像增值
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从
75%提高到 100%，还有‘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等，都给企业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利好。”

令他担忧的则是，5 月 31 日就
要完成上年度所得税年度汇算清
缴，势必会涉及税收补缴。可公司
做的是建筑材料，3月这波疫情来袭
后，上海和周边主要城市都很难进
入，库存积压严重，公司资金流动面
临新挑战。

“所得税能否也出台类似缓缴
政策？企业融资方面，能否给予更
大力度倾斜？”羊廷迫切希望政府采
取有效措施。

受疫情和国际国内大环境影
响，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困
局。外贸型企业需要面对商品出口
海运费暴涨，“一柜难求”；一些企业
则有着原材料进口检测成本明显增
加的难题。

“我们企业现在每月消杀和核
酸检测的费用支出就达 50 万元。”
在走访中，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及，一个进口零
部件至少有四五层包装，虽然海关
会对外部进行消杀，但企业还需对
每层包装进行消杀和核酸检测，既
增加了经济成本，也耗人力和时间。

听闻此，政协委员们也一起帮
助出谋划策：“消杀和核酸检测可否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第
三方来做，降低企业成本？”

疫情影响下，餐饮、住宿、文化、
旅游等服务业更是困难重重。外婆
家集团执行总经理王阳告诉记者，经
公司估算统计，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
入与去年同期同口径相比明显下降。

王阳介绍，自近年疫情发生以
来，门店的累计闭店天数已达 285
天，“尽管从国家到省市都出台了大
量的扶持政策，但仍不够‘解渴’”。
王阳举例说，比如减免房租在现实
中就很难落实，如果是私人物业基
本无法协商。

省政协委员中有不少经济界人
士，不少委员主动参加这次民主监
督，并结合经营中的实际情况，提出
建议。省政协委员、浙江想能睡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峰就注
意到，部分惠企助企政策对大企业

“锦上添花”较多，而那些正处于爬
坡期、技术研发期等的企业，受惠的
获得感还不够强。

“对中小企业的惠企政策，需要
纾困与培优双向发力。”潘亚岚委员
建议。委员和专家们也呼吁，要加
快出台包括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的实

施意见和相关配套政策，让更多的
中小微企业能够享受惠企助企政策
的“阳光雨露”。

帮扶更长效、强发力
3 月 1 日至 15 日，半个月时间

里，浙政钉“浙江政协·掌上履职”平
台主题议政栏目中，有 1 万多名省、
市、县三级政协委员踊跃参与，发帖4
万多条，从不同角度积极建言资政。

根据实地走访和网络议政收集
的信息，目前企业对政策的诉求主要
集中在技术人才、融资资金、生产成
本、科技创新、能耗土地要素等方
面。因用地用能指标的制约，一些重
点企业重点项目甚至“出走”省外、境
外，亟待省级或更高层面统筹解决。

记者注意到，不少企业表示，获
得感最强的是社保费缓缴免缴和直
接的减税降费，而其他一些政策，覆
盖面有限。此外，疫情对服务业冲击
较大，但相较于工业企业，商贸和服
务行业享受优惠政策力度仍较小。

企业利益诉求多元，而地方政府
也有自己的难处。从调查看，落实惠
企助企政策，地方财政压力不小。

省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省政
府咨询委委员杨建华认为，现阶段
稳定企业家的信心很重要，应进一
步细化相关措施，让惠企助企政策
落到实处。

监督组建议，各级政府应根据
发展形势的变化，强化惠企助企政
策引导激励作用，同时完善政策评
价优化机制，开展阶段性评估，对该
稳定的政策要稳定，对该优化的政
策及时迭代完善。

据了解，本次专项民主监督情况，
省政协将形成书面报告报送省委、
省政府，为稳企业、增动能，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献计出力。

（上接第一版）
而在老蚂蚁岛人的眼中，以这

个 90 后姑娘为代表的新蚂蚁岛人
“特别吃苦又特别能干”。岛上的
MY SOUL 文创店、展示点，鱼拓
画、造型皂、雪糕、口罩⋯⋯由她们
创意开发的印着蚂蚁岛IP和表情包
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令老人们啧
啧称奇。

“ 蚂 蚁 岛 人 几 乎 从 不 怨 天 尤
人。”2018 年，安徽人李峰在朋友引
荐下登岛开餐馆。一开始就靠夫妻
俩，现在聘了 6 名员工才忙得过来。
院子里“蒙古包”上写着的蚂蚁岛精
神 12 个大字分外耀眼，这位新蚂蚁
岛人说：“我特别喜欢这里的一句俗
语，那就是：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是靠吃苦拼出来的！”

绿色发展的践行
对蚂蚁岛人来说，敢啃

骨头，是突破困境的必需，
也是实干进取的必然

这是一座绿色的小岛。
高达 70%的森林覆盖率，使整

座岛常年绿意盎然，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

从蚂蚁山下拾级而上，从观赏
林到经济林再到防风林，功能分明，
景色各异。10 多年来，不论刮风下
雨，每天凌晨 6 时开始，盛成芬都会

循着父亲、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盛再
堂生前的足迹巡山一个多小时。

“我特别钦佩老蚂蚁岛人的务
实与远见。”盛成芬指着邻近的小蚂
蚁岛说，当年老一辈敢啃硬骨头，不
但使“癞头山”变成“植物园”，成为
全国海岛绿化的典范，还将所有坟
墓迁至那里，缓解了本岛土地少、淡
水缺、绿化差等问题，彰显了朴素的
绿色发展理念，“现在的蚂蚁岛人，
守护生态，就像守护生命一样。”

对资源贫瘠的海岛来说，绿色发
展的每一步，都无比艰难，但又势在
必行。“习近平同志登岛考察时曾语
重心长地强调，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不仅涉及到渔区经济发
展，而且事关渔民的出路问题。”蚂蚁
岛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郑珏琤说，17
年来，为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
蚂蚁岛干部群众始终遵循总书记的
嘱咐，全力以赴啃硬骨头，现已形成
了均衡健康发展的三产结构。

在小岛西部，有一家民营船舶
制造业的“巨无霸”——浙江东海岸
船业有限公司。2007 年引进，2008
年投产，这个从一片滩涂上矗立起
来的船厂，年造船能力已达 100 万
载重吨。至今，已交付汽车滚装船、
集装箱船等近百艘；去年产值 7.8 亿
元，预计今年产值 14 亿元，订单已
排到明年7月。

“从原先外国客户什么部件都

要求进口的，到如今绝大多数部件
都可以国产，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
都是在‘啃骨头’。现在，我们有很
多技术已全球领先，正向着全智能、
零碳排努力。”船厂负责人蔡辉华感
慨地说，“蚂蚁岛精神，就是我们的
企业精神。现在再也没有人质疑，
为什么落户这里，因为船厂发展壮
大，离不开蚂蚁岛人和他们创造的
精神。”

事实上，船厂和蚂蚁岛也已紧
紧连在一起。全岛常住人口 4100
余人，船厂就占2200余人，其中200
多名员工是本岛人。从就业、就餐、
就医，到治理、消防、应急等，厂与岛
实现了全方位的互补互融。

在小岛东部，则是传统支柱产
业——虾皮产业集聚区。40多家虾
皮加工企业，已全部实现从煤改油
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年产值稳
定在两至三亿元间。

“改用清洁燃油以前，客户来也
要戴口罩，那是为了防废气粉尘。”
从事虾皮加工近 30 年的方文武说，
每年虾皮加工季，半个岛被燃煤黑
烟笼罩。为了长远发展，管委会带
着他们一起四处取经、试验改进，

“尽管成本增加，但谁都不想成为环

境破坏者。”
随着不断整合升级，蚂蚁岛饭

虾生皮产量已多年稳占全国市场
80%。面对产业天花板，管委会又
带 着 方 文 武 们 开 始 探 寻 新 的 增
长点。

经反复试验，味美爽口、无污染
加工的“即食虾皮”，已成功开发，为
全岛虾皮加工产业打开了休闲食品
产业的新空间。

共同富裕的初心
对蚂蚁岛人来说，勇争

一流，是共搏风浪的定力，
也是同心逐梦的夙愿

这是一座“蓝色”的小岛。
站在蚂蚁山上远眺，海水从灰

黄逐渐过渡到湛蓝，令人心旷神怡，
遐想联翩。

蚂蚁岛面积虽小，但蚂蚁岛人
眼光远大，向来自有蔚蓝大海般宽
广的胸怀。

300多年来，周边沿海各地一些
不甘贫穷的渔民，开始陆续迁至这
个 小 岛 创 业 安 居 ，逐 梦“ 幸 福 蓝
海”。从四面八方而来、一起向大海
讨生活的特性，也使得“一起干、一

起享”，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蚂蚁岛人
融入血液的集体自觉。

92 岁的老人李雪浓家中，有一
个旧衣柜，是她结婚时的嫁妆。色
彩斑驳的拉门处，清晰可见一个圆
盘状印记。“这是把手铜环撬走留下
的。那时岛民家中只要值钱的都捐
了，一心只为能帮集体买一艘大捕
船。加上全岛妇女熬夜3个月、手搓
草绳 12 万斤换来的另一艘大捕船，
小岛从此实现了远洋捕捞的梦想。”
李雪浓脸上写满了幸福回忆，“那年
座谈时，我回答习书记说，蚂蚁岛人
这 么 团 结 ，是 因 为 大 家 都 是 一 条

‘船’上的，一起吃苦，也希望一起过
好日子。”

“正是这种同船合命的共识，使
蚂蚁岛人曾创造出全国第一个人民
公社、全国第一个全面实现远洋渔
业机帆化等一个个传奇。”蚂蚁岛管
委会副主任顾博盛说，产业有党建
联盟、渔船有互助救援、民宿有互助
小组⋯⋯强烈的集体观念、积极的
互助意识，已成为蚂蚁岛打造共富
示范岛的有力保障。

整整10年，每天凌晨6时许，蚂
蚁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4 名工作人
员就已开始一天的忙碌。一日两
餐，准时出现的送餐服务，对岛上的
独居老人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呵
护与陪伴。“一定要亲眼看到老人身
体无恙，我们才放心离开。”工作人

员郑静说，除了送餐，平时她们也会
定期上门探望，“海岛从穷到富，源
于老人们一辈子的付出。我们觉
得，照顾他们，跟照顾家人没什么区
别。”

每天清早 7 时许，陆国平就会
出现在蚂蚁岛卫生院诊室，为习惯
赶早的岛民切脉问诊已整整 40 多
年。悬水小岛的居民看病不便，骨
伤科、内科、普外科、小儿科、妇产
科⋯⋯他几乎什么学科都钻研，被
称为“万能医生”。如今，这位退休
返聘的全国优秀卫生院长欣慰地看
到，卫生院设施越来越先进齐备，年
轻医生也越来越多，“他们还定期上
门为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问诊，比
我那时做得周到多了。”

现在的蚂蚁岛人生活平安而和
美。岛上老人基本都享有失地养老
保险，生活不愁。全岛已多年没有
信访案件，每年的矛盾纠纷也只有
数十起，且都100%成功调处。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
地摇⋯⋯”

蚂蚁岛旁，长铁桥边，一艘即将
告别诞生地的可装载 1868 个集装
箱的智能化远洋新轮船，仿佛还在
与“母亲”喃喃细语，恋恋不舍。

而这座承载着光荣传统的小
岛，在诞生于此的《军港之夜》那清
新优美的旋律陪伴下，已向着“新时
代的幸福之岛”大步迈进⋯⋯

小蚂蚁“啃”出新天地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7 日 电
（记者 宋晨 张泉） 记者17日从国
新办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国
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表示，今年将完成中国空间站
在轨建造，共计划实施 6 次飞行任
务——5 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6 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乘组也是由三
名航天员组成，他们将在轨驻留 6
个月时间；7 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
验舱，10 月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
舱。空间站的三个舱段将形成“T”

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
轨建造，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
任务。其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也是由三名航天员组成，
这三名航天员将在轨和神舟十四号
的航天员完成轮换以后，工作和生
活6个月。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7 日 电
（记者 宋晨 张泉） 记者17日从国
新办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完成
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初步计划每
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
船。航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我国

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
空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主任郝淳介绍，今年完成空间站
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
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
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
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
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
和维护。

郝淳表示，为进一步提升工程
的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还将研制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
飞船，其中，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

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
现重复使用。新一代载人飞船综合
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
名航天员，另外它的上行和下行载
荷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
我国正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舱
段，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
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
条件。

郝淳透露，计划明年发射我国
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开展广
域巡天观测，将在宇宙结构形成和
演化、暗物质和暗能量、系外行星与
太阳系天体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
究，有望取得一批新成果。

2022年我国将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
航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

随着杭州亚运会日益临近，越来越多的杭州地铁新线开通，许多特色站点也成为
网红打卡点。图为绿汀路站，该站站厅设计将西湖元素与茶文化相结合，提取龙井
茶叶为设计元素，体现了西湖龙井的地域特征及悠久的历史底蕴。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