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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企业“娘家人”办好企业“急盼事”
——公主岭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记事

以务实之举，解企业之困、稳发展之势。
为推进“服务广大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走深走实、落地落细，一直以来，公主岭市在
营商环境建设上高位推进，不断延伸“四个
服务”触角，持续开展“万人驻（助）万企”活
动，多措并举，促进了一大批重大项目顺利
实施，投资延续高速增长。

一家家企业落地生根、一个个重大项目
“开花结果”。公主岭市统筹推进招商引资、
人才引留、项目建设等工作，推动公主岭市
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迈进。2022年，经济增
速在长春17个作战单位中排在第一位。

聚焦“亟需”及时对接服务

近一段时间，位于公主岭市黑林子镇的
某食品公司副总经理冷鑫垚心情特别好，企
业的污水处理成本降下来了。

“以前，企业采用封闭式水车运送污水到
处理厂集中处理，成本高。”冷鑫垚告诉记者，
公主岭市相关部门在了解情况后，以“万人驻
（助）万企”活动为契机，全程在线、积极对接、
通力推动，使企业通往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排
放管网顺利接通并投入使用。“感谢驻企干部
的付出，不但减少了排污成本，公司盈利之
余，还能让市民吃到更实惠的猪肉。”

让市场主体增活力，为企业
卸包袱，换来“信心满”“干劲足”。

在“万人驻（助）万企”活动
中，公主岭市聚焦服务企业，保障市场主体，
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把“政策包”送给市
场主体，确保应享尽享、应兑尽兑。在常态化
开展服务企业专项行动过程中，市工信局为全
市“四上”企业选派“驻企服务专员”，开展变

“走读”为“常驻”的驻企包保服务，更加及时、
精准地了解企业需求，及时解难纾困，让企业
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发展信心。

有的放矢直击企业“痛点”

“自从有了驻企专员，在人才队伍培养
和企业经济有效运转等方面，为我们解决了
许多实际需求。”吉林华利玻璃棉制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跃对“万人驻（助）万企”活
动感受颇深。

记者了解到，华利玻璃棉制品有限公司
现有员工18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5人。
每年春季都会出现的用工缺口，成为企业发
展一直难以解决的痛点。驻企专员来到企
业后，很快便对企业的困难有了全面的了
解，经过与市里相关部门深入沟通、协调，举
办了3次招聘会，引进新员工19名，不仅充实
了队伍，还为核心技术人员提供了后备军。

企业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强。
公主岭市在打造优渥的营商环境过程中，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有的放矢，直击企业
“痛点”，逐个击破，做到一个问题解决，带
动一批问题解决，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服务上门打通“最后一米”

工作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
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

“对全市288户‘四上’企业、两户‘准四
上’企业，以及8户规下工业企业和19户限下
贸易企业在内的部分样本企业，实行全覆盖
包保。”市工信局副局长刘云强告诉记者：

“‘万人驻（助）万企’活动开展后，我们以更
高的标准、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举措、更大的
力度，服务上门，让优质的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常态化开展服
务企业专项行动过程中，公主岭市建立了“1+
4+22+N”四级运行机制，即，1个万人助万企
行动调度室，工信、发改、商务、住建4个行管
部门，22家乡镇、街道、开发区属地单位，N名
驻企服务专员，全面做好服务企业工作。

自机制运行以来，公主岭市通过集中走
访、电话沟通、微信联系等方式梳理问题27
个，已解决16个，正在推进解决11个。

做驻企服务的“店小二”、企业发展的“娘
家人”，惠企举措的“践行者”，公主岭市积极
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把更好的
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吉林日报记者 王焕照

全国政协委员刘宝：

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

员刘宝聚焦“野生动植物”，认真整理
材料、反复思考、撰写提案。“野生动植
物是地球上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生态、物质资源、遗传基因
和文化等四大功能。所以，我们要进
一步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为区
域和国家生物多样性及重要生物资源
的保护、管理和有效利用提供有力支
撑。”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
员，刘宝迈出了履职“第一步”。

刘宝认为，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
事关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维持、环境
保护、民生福祉等方面。因此，查清野
生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
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在
内的东北地区，为东北、华北乃至东北
亚的天然生态屏障，是黑龙江、松花
江、嫩江、图们江、鸭绿江水系及其主
要支流的重要源头和水源涵养区，更
是东北亚陆地生态系统和东北黑土区
大粮仓的天然屏障。这一区域的野生
动植物生态本底调查将为综合研究、
数据共享及与国际研究接轨提供平台
与支持，为东北黑土地生态安全保障
提供依据。

刘宝认为，东北地区野生动植物
资源调查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相关
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资料严重缺乏，
而且已有资料过于陈旧，无法为有关
生态安全的突发事件提供预警和发挥
东北黑土地优势的决策提供支持，也
难以为相关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策略和建议。

“所以，我们应该对东北地区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展调查，明确该区
域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编制新的动
植物物种名录；开展该地区野生动植
物栖息生境评价和外来入侵物种风险
评估，解析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
用存在的问题，提出野生动植物长久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策略。”

吉林日报记者 粘青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代表委员风采

吉林省组建男子冰球青年队
新华社长春2月23日电（记者周万鹏）

记者23日从吉林省体育局获悉，吉林省男子
冰球青年队日前在吉林市组建，这是该省自
20世纪90年代解散冰球专业队以来，首次
新建专业冰球队。

据吉林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朱
善武介绍，吉林省男子冰球青年队实施“省
市共建”“省队市办”，构建多元化的竞技体
育发展之路。球队共设男子冰球一线队、二
线队和青少年梯队，一线队招收的队员来自
吉林市、长春、齐齐哈尔等地，将代表吉林省

备战全国各大冰球赛事。二线队初次选拔
20至 35 人，主要为一线队伍输送优秀队
员。此外，U系列队伍将涵盖U8、U10、U12、
U14四个组别，形成完备的梯队体系。

男子冰球青年队的教练团队来自俄罗
斯。主教练瓦基姆·萨利夫洋诺夫曾效力北
美职业冰球联盟（NHL），执教经验丰富。他
表示，未来将依托吉林丰富的冰雪资源，打
造一支有冠军竞争力的队伍，重塑吉林冰球
的辉煌。

吉林省冰球运动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

代风靡一时，然而在投入成本大、产出效益
低、人才流失快等诸多压力下，长春、吉林市
等地方队随后相继解散，吉林省冰球运动也
就此陷入低谷。

“北京冬奥会后，吉林冰球运动迎来了
发展的春天。”朱善武说。目前，新组建的冰
球队将积极推进冰雪进校园活动，并通过与
冰雪场馆和俱乐部建立合作等方式推动冰
雪项目发展。未来，吉林将通过搭建选拔和
培养体系，夯实冰球专业队的梯队建设，为
国家队储备人才。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近期，我国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平稳
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各地疫情
呈局部零星散发状态。本轮疫情是否已经
结束？新变异株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感染
高峰？下一步如何继续健全疫情监测体系
和信息报告制度？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作
出回应。

我国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我国本轮疫情是否已经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从公共卫生
的角度看，疫情可按流行强度分为散发、暴
发、流行、大流行四类。判定是否走出疫情
大流行，主要有疾病感染率、人群免疫水平、
病毒质变情况、门急诊的诊疗量和住院及死
亡情况、整体防控能力等五个重要指标。

梁万年表示，我国经受住了这一轮疫情
的考验，建立了较好的人群免疫屏障，可以
说本轮疫情基本结束，现在的感染是处在零
星的局部散发状态。

全力以赴开展医疗救治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三年多
来，我国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保持在全球
最低水平。尤其是2022年11月以来，医疗
卫生机构围绕“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以赴
开展医疗救治。

重点采取了哪些措施？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实施重点

人群分级健康管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作用，对辖区内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等
高风险人群实施健康监测，根据红、黄、绿三
个健康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健康管理，一旦发
生病情变化及时转诊。

二是迅速扩充医疗资源，保障救治需
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短时间内
由7337个扩充至1.6万个，重症病床由19.8
万张扩充至40.4万张。同时，组建16支国
家医疗队和118支省级医疗队。

三是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救治工
作。以县为单位网格化布局县域医共体，
将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
群纳入医联体管理，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
源向县域下沉，并加大对农村地区巡回和
巡诊力度。

四是大力推动互联网医疗，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在疫情期间看病就医需要。

五是不断优化医疗救治策略。出台第
十版诊疗方案和第四版重症诊疗方案，明确
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分类和早期预警指
标，对于轻症病例早期介入，强化关口前移，
坚持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诊疗。

继续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新变异株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感染高
峰？专家研判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刚经历了
疫情大流行，人群体内留存的中和抗体会在
短期内提供免疫保护，近期引发新一轮规模
流行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介

绍，目前我国在新冠病毒变异株检测中，如
发现首次报告的、重点关注的国际流行毒
株，都会进行感染个案调查与核心密接调
查，并开展风险研判，一旦发现传播力、致病
力增强的新型变异株，及时按照相关方案采
取措施。

常昭瑞同时表示，目前多地仍有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发生，应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如
果学校发生疫情，要平衡好疫情处置和正常
教学秩序的关系，由专业人员根据学生既往
感染水平、疾病严重程度、疫情发展阶段、病
毒的感染株等进行综合研判和风险评估，然
后做出相关处置。

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司长杨峰提醒，
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还在不断变异，各地
各部门要继续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提倡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在提前预警方面，疫情监测体系如何更
有效地发挥作用？

杨峰介绍，为动态掌握新冠病毒感染水
平和变化趋势，及时监测病毒变异及生物学
特性变化，评估医疗资源负荷情况，2022年
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会同有
关部门在传染病网络直报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监测渠道，形成多个监测子系统。

据介绍，国家疾控局下一步将会同相关
部门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疫情监
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同时，继续完善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功能，提高数据收集的
信息化水平和智能化分析能力，并开展新冠
病毒感染等传染病疫情报告专项执法检查。

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国家疾控局:
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达96.1％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董瑞丰

顾天成）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
新冠疫苗接种覆盖人数为24168.8万人，以
2022年底全国老年人专项摸底调查人口数
为基数统计，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
率达到96.1％。

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司长杨峰在23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公布了上述数据。

杨峰介绍，疫苗接种是新冠疫情防控的
重要措施和手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根
据国内外疫情形势和疫苗研发进展，及时科
学合理制定并不断调整新冠疫苗接种政策，
分步做好各类人群接种。

杨峰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部署，根据病毒变异和疫苗研发情况，
科学谋划下一阶段接种工作，指导各地继续有
序推进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