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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政协第 33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20 日在京召开，围绕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协商议政，汪洋主持并讲话

（据新华社）

春风微拂，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
谷院区患者刘先生治愈出院。在给主
治医师盛华的感谢信中，他这样写道：
“谢谢你帮我扛过这段至暗日子，明年
此时，请一定回武汉看樱花。”

十几天的住院治疗，盛华成为刘
先生最信任的朋友。

出院前，盛华来到病房叮嘱刘先
生出院后用药注意事项。盛华说，看
到患者康复出院他很有成就感。

2 月 17 日，来自战略支援部队某

部的盛华与战友一起，乘坐军机飞
抵武汉。“以军人的战斗作风加入武
汉战‘疫’，我心里充满了力量。”盛
华说。

进驻光谷院区，盛华坚持战斗在
危险、忙碌的救治一线。与队友相比，
他年龄较大。可每次进入病房直面风
险时，他总是拼劲十足冲在年轻队友
前面。不久，盛华被调入危重症患者
多、救治风险高的感染一科。

2 月 24 日，感染一科收治一位百
岁重症患者。入院之初，患者处于昏
迷状态，且伴有血压不稳、血氧较低等
症状。盛华主动承担下这位患者的救
治任务。

这位患者同时被确诊高血压、阿
尔茨海默症、腹主动脉瘤等多种基础
疾病，病情危重。盛华带领队友在运
用中药抗病毒等方法基础上，采用新
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进行治疗，
老人的病况逐渐改善。

3月 7日下午，这位百岁老人治愈
出院，成为医院目前治愈出院的最高
龄新冠肺炎患者。

每次自己负责的病人治愈出院，
盛华都会将其送到医院门口，反复叮
嘱他们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等，他觉得

“医生与患者必须心心相通”。
熟悉盛华的人都知道，他对病人

的关怀无微不至。他认准一个理——
医生必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患者把
生命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守
护好他们的健康。

盛华负责的患者中有一位 80岁老
奶奶，因家人陆续被确诊，一段时间她
情绪低落。盛华得知情况，每天到病
房开导老人，还主动联系老人的家人，
让他们给老人打电话送去温暖。老人
卸下思想包袱，病情恢复也快了。

盛华的耐心，换来患者的真情。
一次，已在病区坚守数小时的盛华，准
备问诊最后一个病房的患者。体力透
支的他，每一次俯身检查都要用手撑
住腰部再直起身子。

病房里，一位阿姨心疼地说：“盛
医生太累了，请允许我们给你一个大
大的拥抱。”说完，她就张开手臂做出
一个拥抱姿势。那天，盛华被一个个
“隔空拥抱”环绕着，幸福感至今溢满
心间。

在一个个病区阵地，盛华用精心救
治和真挚关爱对待每一位患者。他们
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心怀信
念，便拥有守护生命的力量。”盛华说。

“心怀信念，便拥有守护生命的力量”
—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一科医师盛华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韩阜业

盛华近影。

朱霄雄摄

本报武汉3月21日电 记者孙兴
维、特约记者汪学潮报道：“自从无人智
能清扫消毒车进入病区，防疫工作有了
‘好帮手’。”火神山医院勤务保障队队长
赵永安说，目前医院配备 3台无人智能
清扫消毒车，主要对污染区域实施卫生
防疫消毒，减少进入病区消毒人次。

据悉，无人智能清扫消毒车集“清
扫、喷洒、自主避障”等功能于一身，能够
定时定量清扫消毒病区、快速喷洒消毒
药水，建立防疫隔离带。洗消人员只需
做好装备消毒、充电等日常维护工作，并
预先设定清扫路线、消毒方式等，即可快
速便捷完成对特定区域的消毒工作。

赵永安说，无人智能清扫消毒车
进入病区前，这项工作每天由 8名官兵
组成洗消分队，穿戴防护装具进入病
区完成。配备消毒车后，每天只需 4名
官兵进入病区负责装备维护保养等任
务，不仅效率提升，还降低了洗消人员
感染概率。

无人智能清扫消毒车进入火神山医院病区

本报讯 夏凡、特约记者郭冬明报
道：“有干休所的同志在，我们的健康就
有保障。”江西省军区南昌某干休所李华
阿姨感激地说。3月 12日，李阿姨心脏
病发作，该所门诊部主治医师李单接诊
后迅速将她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李阿
姨转危为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江西省军区党
委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采取一户
一策、分类保障，制订宣传教育、医疗防
护、生活补给、人员管控等 8个方面 27条
防控措施，排查住户991户 2800余人。该
所老干部分散居住在 4个点位，涉及 150
余户，疫情防控压力大。为了确保安全，

干休所第一时间对营区施行封闭式管理，
并积极发挥老干部家属委员会作用，共同
做好防疫工作。
“老干部是宝贵财富，他们为党和国

家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守护好他们的
平安健康，是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的职
责。”省军区南昌某干休所领导说。

江西省军区干休所

防控疫情守护老干部平安健康

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以来，即墨区工信、社保、交通、金融等多部门联动，出台财税惠

企稳企政策，协同保障产业链畅通，助力汽车产业拓展新市场。图为工人在位于即墨区汽车产业新城的一汽解放青岛汽车

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内容，
重大项目开复工多少？招工难运输难
是否缓解？扩投资如何精准发力？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月 21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权威部门详解相关经济
热点问题。

1.1万个重点项目

复工率89.1%

“目前重大项目复工率已逐步回
升，截至 3月 20日，除湖北外 1.1万个
重点项目复工率为 89.1%。”国家发展
改革委投资司司长欧鸿表示，一些项
目的施工强度还在逐步恢复。

据欧鸿介绍，不同地区、行业之间
情况并不均衡。

分地区看，目前南方地区重点项
目复工率为 98.1%，北方地区重点项
目复工率为 60.3%。后者相对较低，
除受疫情影响外，主要是东北、西北等
地区还在陆续进入施工期。

分行业看，重大公路、水运项目复
工率为 97%，机场项目复工率为 87%，
重大水利工程复工率为 86%。重大铁
路项目、能源项目、外资项目均已基本
复工。
“截至目前，由国家发改委调度的

533个重大交通项目开复工率已经达
到 97.8%。”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
郑剑说，今年以来交通项目的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已下达超过 80%，涉及

金额近 540亿元。
财政资金支持，是重大投资项目

复工复产的重要保障。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级巡视员宋

秋玲表示，截至目前，已经下达的
2020 年中央基建投资对地方转移支
付资金进度，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2.6
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还提前下达车购税资

金 2500 多亿元，港口建设费 70 多亿
元，民航发展基金 240多亿元，这些资
金全部用来支持公路、港口、航道、机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宋秋玲介绍说，
2020年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券 18480亿
元也已提前下达，其中 12900 亿元专
项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精准施策通“堵点”

补“断点”

受疫情影响，一些重大项目面临
招工难、交通运输难、现场踏勘和征地
拆迁难等问题。对此，相关部门有针
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
“断点”，加大提高复工复产效率。

针对交通运输“最后一公里”问
题，郑剑表示，一是建立高效衔接机制
逐个打通“堵点”，二是推动恢复正常
交通秩序，三是加强用工运输协调，实
现人员安全、有序跨省运输。
“目前各地的道路交通堵点基本

打通，检疫站点应撤尽撤，封闭站口应

开尽开，阻断道路应通尽通，基本实现
交通大动脉的打通和微循环的畅通。”
郑剑说。

用地审批周期较长，重大投资项
目涉及用地会不会耽误？

自然资源部新闻发言人刘国洪
说：“我们已经通过修改‘土地管理
法’‘多审合一、多证合一’等一系列
改革来解决土地审批层级过高、审批
环节过多问题。特别是疫情发生以
来启动特殊程序加快审批，为复工复
产投资项目尽快落地提供更加及时
精准服务。”

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施
工黄金期。欧鸿表示，国家发改委将
组建专班，精准施策、打通堵点。
“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

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
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
离措施。同时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
服务，进一步提高效率，加快推进一批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欧鸿说。

确保精准投资 不搞

“大水漫灌”

当前形势下，扩大有效投资事关
全局。除加快推进已明确规划的重大
工程项目外，下一步扩大投资将如何
精准发力？
“项目建设要科学论证，不搞‘大

水漫灌’。”欧鸿表示，扩大有效投资，

要聚焦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
节，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短板领
域，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
等方面。
“下一步重点将统筹好传统与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整体优化、协同
融合。”郑剑介绍说，未来将统筹推进
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
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
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

一批投资项目蓄势待发，资金既
要依靠市场化投融资，也要加大财政
牵引。

据宋秋玲介绍，财政部将继续指
导各地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
同时按照“资金、资源跟着项目走”原
则，督促相关单位加快新增债券使用，
及早形成实际工作量，形成对经济的
有效拉动。

能否及时满足用地需求，也是在
扩大有效投资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自然资源部表示，一是将精准投
放增量，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
土地配置计划的依据；二是将加大盘
活存量，建立起安排增量必须要和盘
活存量挂钩的机制。
“2017年以前批而未供的土地大

概有 1450 万亩，盘活存量有较大潜
力。”刘国洪表示，通过改革增量的配
置方式和加大存量的盘活力度，能够
满足重大投资项目合理的用地需求。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

姜琳、王希、王秉阳）

重大项目开复工多少？招工难运输难是否缓解？扩投资如何精准发力？
—权威部门详解经济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加快
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
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
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重要部署，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地区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方面，推动建立
了“健康码”跨省份互认机制，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各省（区、
市）防疫健康信息共享、“健康码”互通互
认，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
现“一码通行”。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建设了本
地“健康码”，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由于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

享、缺乏互认机制，也给人员跨地区流动
带来了不便，成为制约复工复产的重要
因素。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助力
各地区复工复产，需要加快推动各地区
“健康码”在全国范围内“一码通行”。国
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方面快速推动各省
（区、市）全面建立了“健康码”信息跨省
互认机制，升级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及时完成各省
（区、市）“健康码”技术对接和数据汇聚，
可支撑跨地区互通互认功能，可实现健
康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可支撑“一码通
行”实际应用。

为推动各地“健康码”互通互认，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了跨省份互
认共享的三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在不
改变地方现有“健康码”的情况下，通过
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数据共享，在本地

“健康码”中增加跨地区互认功能。第二
种是各地“健康码”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防疫信息码”对接，以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为中介进
行转换，从而实现跨地区“健康码”互
认。第三种是未建设本地“健康码”的地
区，可直接采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防疫信息码”，同时结合本地防疫健
康相关信息，实现跨地区互通互认。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在深入推广“健
康码”互信互认应用，作为在交通卡口、
居住小区、工厂厂区以及公共管理和服
务机构的通行凭证，推进在全国范围
“一码通行”。湖北、北京等地依托全国
一体化平台实现了防疫信息共享，在符
合本地防疫管理要求前提下推动人员
有序流动。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信息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刘义权这一生，做了三件事：扩充和建设
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制定形成军队档案收集
工作制度，为中美军事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这三件事，刘义权用一生在谱写。
刘义权，四川德阳人，1968年入伍，原解

放军档案馆馆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获得解放军档案馆专业最高奖——
“兰台奖”特等奖，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从事档案工作38年，刘义权的脚步遍及全
国300多个县市，征集和接收了83万多份我军
历史档案，涵盖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
期，涉及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
面。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
命家手迹，有各个时期的作战文书、命令，有红
十三军、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等红军零散部队的
档案珍品等，大大扩充了我军档案资源体系。

借助这些档案，查找出近万名我军失踪
和牺牲人员下落线索。

多年同档案打交道，刘义权意识到，要
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体系
建设的有效办法。为此，他主笔起草《中国
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内
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

这是我军第一个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
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对档案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美两军
档案合作拉开序幕时，刘义权已经退休。因具
有查询我军失踪和牺牲人员档案的经验，他被
返聘为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专家成员。

这期间，刘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得知病情后，他对馆里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
是不要声张，他要把剩下的档案全部查完。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对生死看得很明白。”刘
义权说，“如果我累死了，那也是我自愿的。”

经过两次手术后，刘义权又坚持工作了8
个月，完成 5000多份档案的查阅。查找出的
涉美档案信息，对美方查找朝鲜战争前后失踪
人员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推进了美方战俘和
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为推动中美两军务实性
合作作出了贡献。

2010年 1月 28日，刘义权病逝。社会各
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形式，表达对他
的敬重之情，也永远铭记这位“军档收集第
一人”——“他置身于浩如烟海的档案库，一
条板凳、一张桌子、一把放大镜、一双白手
套，陪伴了 38年。他用献身式的拼搏，坚守
平凡，创造非凡。”

（新华社记者 黎云）

刘义权：军档收集第一人

刘义权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