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国 际 国 内 邮箱:snbxw@sina.com 新闻热线:0893-7828922

新华社记者 中办、国办近日印
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
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倡春节假期非
必要不流动。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
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抓紧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如何做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7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6部门有关负责人作出
回应。

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
春节临近，外出、返乡人员增多，

聚集性活动频繁，疫情传播风险进一
步升高，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
并做好广大群众就地过年的服务保
障，对于减少节日期间疫情传播风
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
介绍了不同风险等级地区的人员流
动要求——

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者近14天内
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春运期
间不流动。原则上中风险地区的人
员或者近14天内有中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人员，春运期间不流动。低风险
地区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
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从业人员、隔离场
所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跨省、跨市
出行的，以及跨省返回农村地区的返
乡人员，应当持有7日内有效的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低风险地
区的其他人员要持健康码“绿码”进
行有序流动。

赵辰昕强调，就地过年的政策是
分级分类的。“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
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
码’，甚至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
措施。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要
给人民群众多些保障、多些便利。”

做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为保证人民群众春节期间基本

生活需要得到较好满足，赵辰昕说，
要统筹抓好生产供应，指导大中城市
切实组织好蔬菜特别是速生叶菜、芽
苗菜等蔬菜生产，畅通生猪和相关产
品调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保
障好煤电油气供应。

他强调，要加强储备精准调节，
引导各地全面梳理和充实重要民生
商品储备规模，持续投放中央冻猪肉
储备，组织北方大城市有序投放冬春
蔬菜储备。要畅通运输和配送网络，
疏通运输堵点，确保网络购物配送正
常。要确保销售渠道正常，引导各类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
卖场和生鲜电商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企业，做好春节期间货源组织，倡导
社区、乡村零售网点春节假期每天营
业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同时要强化
民生兜底保障。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
表示，针对近期重点防疫保供地区，
组织重点保供企业落实货源、随时做
好应急调运的准备。商务部还举办
了全国网上年货节，联动线上线下开

展年味浓郁、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
鼓励各地方和企业为困难群众、弱势
群体以及就地过年的民众，推出年货
礼包、留岗红包等“送温暖”活动，增
强疫情期间老百姓过年的获得感、幸
福感。

为更好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要，赵辰昕说，增加网络、电
视、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
提供免费流量、网络视频APP限时免
费电影放映等线上服务，在做好疫情
防控和限量、预约、错峰前提下，保障
公共空间开放时间和旅游产品供给。

让务工人员安心就地过年
“务工人员就地过年有关怀、企

业开工复工有保障、农民工节后务工
有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
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说。

她说，要送温暖“留心”，指导各
地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
过年活动，力争以暖心举措让务工人
员安心过年；要强政策留岗，鼓励引
导企业结合生产需要和劳动者意愿，
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或调休，切
实保障好就地过年务工人员的工资、
休假等合法权益；要稳生产留工，根
据需要开发一批消杀防疫、社区服务
等临时性岗位，力争让有意愿的务工
人员在就业地为抗疫保供作出贡献；
要优服务留人，为有需要的求职者提
供职业指导和岗位推介，为符合条件
的失业人员及时兑现失业保险待遇、
临时生活补助。

提倡就地过年，一些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会因此无法和家人团聚。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强调，
要加强排查，指导村（居）委会加强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定期探访；落实
救助保障政策，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
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在内的各
种服务，优化简化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孤儿和其他困境儿童认定审核审
批程序；强化家庭监护指导，确保留
守儿童得到妥善照顾，做好因突发事
件导致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出行需求

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公路局局长
汪洋表示，将指导城市客运企业通过
科学组织调度、加大运力投放、严格
控制满载率等措施，严密防范疫情通
过城市交通运输传播；指导城市公
交、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企业合理调
整运力和运营时间，最大程度满足就
地过年群众的购物、休闲和娱乐等出
行需求。此外，指导主要平台公司完
善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
能，切实为老年人出行增添便利。

据介绍，在保障应急物资运输方
面，已简化应急运输车辆通行证办理
流程，在有条件的收费站要求设置应
急通行绿色通道，对持有通行证的车
辆保障优先快速通过，保障重点应急
物资高效、安全抵达。

汪洋说，春节临近，邮政管理部
门和寄递企业全力以赴做好就地过
年服务保障。中国邮政及有关快递
企业纷纷宣布“春节不打烊”，从网
络、运力、人员、客服等方面做好保
障。（记者安蓓、姜琳、魏玉坤、彭韵
佳、王雨萧、王琳琳）

“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
——6部门回应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新华社贵阳1月28日电（记者潘
德鑫） 记者从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2020年贵州省基础设施“六网会
战”完成投资 2212.86 亿元。其中，

“路网”1446.07亿元、“水网”297.34亿
元、“电网”125.59 亿元、“地下管网”
107.7亿元、“油气网”89.22亿元、“互
联网”146.94亿元。

据了解，通过“六网会战”，贵州
省高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
1527 公里、7607 公里，航道里程达
3957公里，9067公里县乡公路路面得
到改善提升；完成水库蓄水验收152
座、竣工验收47座，76个县中型水库
投运；建成 500 千伏云贵互联通道，
10千伏及以下配网项目完成电杆组

立32万根，架设线路1.5万公里。
此外，贵州已累计建成或改造

“地下管网”3063公里；铺设天然气输
气管道382公里，联通60个县，建成5
个LNG项目；建成5G基站20721个，
实现5G 县县通，投入运营及在建的
重点数据中心23个，出省带宽达1.7
万G，通信光缆达135万公里。

贵州基础设施“六网会战”
完成投资2200余亿元

新华社柏林1月27日电（记者朱晟
张雨花）受更严格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影
响，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27日公布的
年度经济报告将今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
从此前的4.4%下调至3%。

报告说，一旦疫情稳定下来，德国经
济将“在年内再次提速”，但经济预计要
到 2022 年年中才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
水平。去年 9 月，德国政府预期经济在
2022年初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彼得·阿
尔特迈尔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德
国经济将增长，但“动能有所减弱”，目前

工业活动保持强劲，而服务业受疫情影
响严重。

为应对新冠疫情，德国从去年11月
初起关闭餐饮堂食和文体休闲设施，并
于当月下旬收紧私人聚会人数限制、戴
口罩等相关规定。收紧措施一再被延
长，本月 19 日，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
府达成协议，将主要防疫限制措施延长
至2月14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本月早些时候表
示，经价格调整后，2020年德国国内生产
总值比上一年下降5.0%。这是德国经济
在连续10年实现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

德国政府下调今年
经济增长预期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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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旅客在汉口火车站
进站乘车（无人机照片）。

当日，2021 年春运大幕拉开。
2021 年春运从 1 月 28 日开始，至 3
月8日结束，共40天。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春运启动

新华社贵阳1月28日电（记者齐
健） 在满足省内冬季用电高峰用电
需求的同时，贵州省加大电煤供应保
障、煤质保障和发电机组能力保障，
按照“西电东送”计划实施黔电送粤，
日送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
了解到，2021 年 1 月以来，贵州一般
工商业用电因取暖负荷增加，用电增
幅超过20%。

大工业企业生产积极性较高，
叠加去年同期用电基数较低的影响，

大工业用电量呈现两位数的高增
长。

据了解，2020年贵州电网累计完
成 售 电 量 1744.4 亿 千 瓦 时 ，增 长
5.1%。其中，黔电送粤 500.8 亿千瓦
时，增长11.4%，创下新高。

黔电送粤日送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张
泉、袁全）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
悉，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总体水平持续
提升，截至2020年底，累计批准地理
标志产品 2391 个，核准专用标志使
用企业 9479 家，累计注册地理标志
商标6085件。

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宁夏
枸杞……地理标志是保护特定地区
产品的特性、声誉和其他特征的重要
知识产权，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农
民收入、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
要作用。

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推进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建
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加强
地理标志及专用标志使用企业协同
监管。与此同时，开展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大幅压缩专
用标志使用核准时间。

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保
护地理标志产品6个，核准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使用企业1052家，核准注册
地理标志商标 765 件。根据初步测
算，2020年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市
场主体直接产值总计6398.06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
司司长张志成说，将进一步强化地理
标志保护，扩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
用覆盖面，加大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力
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等示范引领
作用，构建高水平保护格局，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91个
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参考消
息》 27 日刊登源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网站的文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超美
国》。文章摘要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公布
的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FDI)规模超美国。

据该组织专家估算，受新冠疫情影
响，2020 年全球 FDI 总额约为 8590 亿
美元，与2019年相比缩水42%。美国约
为 1340 亿 美 元 ，较 前 一 年 缩 水 近一
半。中国 FDI 逆势增长 4%，达 1630 亿
美元。

BKS证券经纪公司金融市场专家米
哈伊尔·泽尔策尔表示，中国FDI总额位
列世界第一，与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隔
离限制和国家大规模扶持经济的措施
是分不开的。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阿

列克谢·马斯洛夫说，中国政府几年前
就为如今投资蜂拥而至奠定了基础。

他表示，2018-2019年，中国进行了
一系列相关法律修订，包括在对先进技
术投资时减税。

马斯洛夫说：“投资中国新兴产业
要比投资美国有利可图得多。此外，尽
管中国工资上涨，其最终产品成本仍远
低于美国。而且，中国国内市场发展速
度正在超过美国。这样一来，投资至少
能更快收回成本。”

“自由金融”投资公司分析师瓦列
里·叶梅利亚诺夫认为，新冠疫情进一
步刺激了外资涌入中国经济。尤其是，
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显著加强吸引了
外国投资者。

在国际信贷保险公司裕利安怡集
团的分析师们看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将
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

俄媒：

中国复苏吸引外资蜂拥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