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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生活物资保障成为举国上下

关注的重点。2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构继

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

部、商务部等相关负责人就口罩等医疗物资

生产、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相关情况，一一回应

社会关切。

口罩企业复工率73%

目前，除了湖北省外，全国其他30个省份

均已部署安排企业复工复产。“据我们监测，

截至2月7日，全国口罩生产企业按产能计算

的复工率已经达到73%；全国重点监测的粮

食生产、加工企业的复工率达94.6%；天然气、

电力、成品油供应充足；民航、铁路、水路运输

网络运营正常。”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陈

达表示。

疫情发生后，口罩的需求激增。陈达称，

截至2月7日，全国口罩生产企业产能利用率

已经达到73%，其中医用口罩产能利用率已

经达到87%。2月8日晚，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透露，当日湖北省内企业自产

N95口罩超过12万只，预计未来一周可实现

N95口罩自产自足，供需矛盾有一定缓解。

蔬菜价格环比回落

在食物价格方面，陈达称，从最新监测的

数据看，2月8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米面油零

售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后趋稳，鸡蛋价格稳中趋降，15种蔬菜价格比

1月30日高点回落了10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杨礼胜介

绍，从全国看，农情调度显示，预计全国冬春

蔬菜在田面积8400多万亩，产量约1.7亿吨，

均比去年同期增长2%左右。预计2月全国的

气温总体偏高，利于蔬菜生长发育，且蔬菜生

产逐步进入旺季，产量将进一步增加。

陈达称，国家发改委还在江浙沪地区安

排了1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专门为武汉市备

用。近日将直接发2000吨至武汉市。此外，湖

北武汉此前出现部分蔬菜供应紧张，对此也

紧急调运了350吨。

部分地区可适当扩大经营范围

“目前，大型连锁超市网点的开业率在

95%左右，大型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开业率在

35%左右，菜市场、社区菜店、农贸市场这些

和居民比较近的网点，也可以称为毛细血管，

它们恢复开门营业比往年明显迟缓。”商务部

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介绍。

受疫情的影响，企业复工经营面临人手

不够、物流不畅、客流不足的问题，整体复工

的进度明显慢于往年。王斌表示，疫情比较严

重的地区要优先组织生活必需品经营企业复

工，增加供应网点，方便群众生活。疫情不那

么严重的地区，要适当扩大多业态经营范围，

不能再搞“一刀切”、一管了之。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彭慧

物资保障难？三部门回应最新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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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座席 降低密度
复工前夜北京交通全力防疫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返程高峰防控不可掉以轻心
陶凤

元宵节带来一个好消息。2月9日，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月8日0-24
时， 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
509例，连续第5日呈下降态势。国家卫健
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从2月3日的890
例，下降到8日的509例，下降的幅度超过
42%， 这表明各地联防联控机制以及严
格管理等防控措施正在发挥作用。

不但确诊人数下降，湖北以外新增
疑似病例，也在近三天出现了下降的趋
势。按照之前预测，以湖北的情况为基点
测算潜伏周期， 如果各地防控得当新增
病例数量将在正月十五前后增长放缓。

湖北以外新增病例增长放缓是好
事，但距离拐点仍言之尚早。受湖北影
响，全国新增病例仍有反复，以全国和
武汉分别来看，防控形势依然紧张而严
峻。被惊醒后的武汉，形势瞬息万变。
没有确诊的疑似患者依然大量存在，
武汉最缺的还是床位。 随着各地陆续
复工，春运返程高峰即将到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还处于快速扩
散的严峻态势。 大量人员将集中返回
城市和工作地，人员流动和聚集，无疑
为疫情防控带来了更大挑战。这些都是
疫情防控的变数，而每一个变数都需格
外警惕。

公共交通防控首当其冲。对于流行
性疾病，尤其是能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流
行性疾病，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可以从
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这意味着任何
的聚集，都将成倍提高风险系数。应对
风险，只有压实各方责任，才能确保不

出纰漏。 政府做好公共领域防护守卫
“大家”，企业则需要加强自我防疫看好
“小家”。

允许企业逐步复工， 让经济重回
正轨， 这是从湖北到全国各地都必须
直面的现实。疫情之下，大量的企业都
在艰难地维持运转， 但全国各地也出
台了疫情防控期间为企业减负的措
施。2月4日，北京出台疫情防控期间延
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对于旅游、
餐饮、交通运输、教育培训、影视剧院
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 加长社保
缴费延期。此前一天，上海市出台了企
业减负的相关政策， 包括实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 推迟调整社保缴费
基数、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实施培训
费补贴政策。

以北京为例，无论是铁路预留隔离
区、 机场紧急采购固定式测温设备，还
是地铁所采用的热成像测温不影响乘
客，都是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同时，减少
对公民交通出行便捷的限制。 而在企业
端， 以 CBD商务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关村科技园为代表，都设计了线上
办公、错峰出行、绿色审批等疫情期间的
特殊工作政策，力争复工防疫两不误。

严峻的疫情面前，生产和生活悄然
发生了改变。 但我们相信一切总还是
要回来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走出医院，在微博上、抖音中、知乎上，
分享自己治愈的经历。今后，还会有更
多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守住平安，守
住生产。

机场：四段测温

首都机场总经理韩志亮介绍，针对旅客

测温，首都机场紧急采购固定式测温设备79

台，手持式测温仪200台，部署旅客测温工作，

分阶段开展了武汉进港、湖北进港、所有进

港、所有出港旅客的测温工作。首都机场共设

旅客测温点52个，测温通道54条；大兴机场共

设旅客测温点23个，测温通道26条。

截至2月8日，北京两机场共计测温155.5

万人次，其中进港94.8万人，出港29.6万人，其

他人员（员工、接送机等）测温31.1万人次，共

计发现发热旅客188人，转运旅客79人，由机

场医院医护工作人员，对发热旅客进行体温

复检、隔离，并联系120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总体上来讲，疫情暴发以来，航班量、客

流量大幅减少，呈逐日下降趋势。近两日，首

都机场航班520班左右，旅客4万人。同比去年

除夕至今，航班整体下降41.7%，旅客整体下

降62.6%。

铁路：预留席位做固定隔离区

北京铁路局副总经理王勇介绍，在过去

的一周，北京地区铁路车站日均到达旅客10.6

万人，根据车票售出情况分析，预计今明两天

铁路返京客流会出现一定幅度增长，日均到

达旅客将在16万人左右。

王勇介绍，北京铁路局加强了旅客进出

站体温检测。目前，北京地区各车站一共配备

了体温检测设备370套，其中门式测温仪12

台、固定式红外线测温仪88台，无需旅客停留

即可自动测量体温。

加强了旅行过程中的防控工作。在进京

各次列车上实施体温检测，及时发现和移交

发热旅客。在每列普速列车和动车组列车上

均预留必要席位，作为固定隔离区域，用于临

时安置途中发热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

的乘车环境。

王勇介绍，以1月10日进入春运以来到2

月8日，全国到北京地区铁路累积到达旅客

630.6万人，同比去年减少了437.5万人，下降

了41%。受疫情影响，节后客流出现大幅度下

降，日均到达北京地区12.8万人，同比去年下

降72.9%。2月10日，北京地区各单位集中复

工，预计2月9日到达17万人，2月10日到达15

万人。到京旅客人数同比去年分别下降67.1%

和71.8%。铁路部门对所有到京旅客均落实了

100%测温。截至目前，检测出到京体温异常

旅客67人，已全部按照程序移交地方卫生防

疫部门做进一步的筛查。

公交：增加高峰时段运力配置

北京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新闻发言人

曹炎介绍了北京公交疫情防控和返京复工客

流保障措施。

今年，从除夕至今，地面公交的日均客

运量为15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70.8%，乘车环境比较宽松，运行安全平稳

有序。为应对返京复工客流，北京公交重点

加强五大火车站、76条大客流通勤线路运力

保障，延长13条日班线路的末车时间，15条

夜班线路加车35部，分别开行2条春运专

线、6条高铁专线和2条火车站夜间摆渡线，

同时安排专业人员加强夜间现场值守与调

度指挥，确保夜间运力，实现返京旅客的高

效疏散。

同时，在相关线路做好运力储备，严格控

制车辆满载率；关注学校开学时间，及时增加

途经主要学区公交线路运力配置，方便学生

返校。

2月10日起，公交集团所辖的全部运营线

路将同步启用工作日时刻表，重点增加早晚

高峰时段的运力配置，并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和客流变化灵活调配运力。一方面加大站台

疏导力度，做好站台秩序维护，控制排队人员

密度；另一方面加强客流监测，适时采取区间

车、大站快车等多种形式，增加大客流线路车

次，确保车内乘客数量适中，为乘客提供更加

安全、舒适的出行服务。

地铁：超常措施降低人流密度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晓

军介绍，北京地铁已对车站、车厢实施全面消

毒，并在大客流和枢纽接驳车站采用非配合

式热成像测温仪进行测温，不影响乘客通行。

王晓军介绍，北京地铁已经全线网进站

测温，在大客流和枢纽接驳车站采用非配合

式热成像测温仪进行测温，其他车站采用手

持式测温仪测温，由专人对进站乘客体温进

行测试，遇体温异常，将进行临时隔离，并拨

打120或999送医处理。由专人提示进站乘客

做好自身防护，全程佩戴口罩乘坐地铁，对不

戴口罩的乘客，进行劝离。

王晓军介绍，疫情发生前，北京地铁全网

工作日正常客流在1200万人次左右。客流拥

挤时段集中在早晚高峰2个小时，其他时段全

网均相对较为宽松。高峰时段共有46个站间

区段的满载率较高，占全网760个站间运行区

段的6%。春节以来，虽然客流逐步增长，但目

前还是相对宽松，总客运量不到正常情况下

的10%。

预计开学前的最大客流量将比正常工作

日下降50%，从开学到疫情结束，总体客流预

计比正常工作日下降25%，北京地铁将采取

超常措施控制和降低车站和车厢人流密度。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实习记者 吕银玲

首批政府兜底采购收储产品目录公布
2月9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工信

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

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发布《政府兜底采购收

储的产品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产品目

录》），涉及十类防疫物资。收储物资由国家

统一管理、统一调拨。

具体来看，首批《产品目录》包括医用防

护服GB19082-2003、N95医用级防护口罩

GB19083、医用外科口罩 YY0469-2011、

医用一次性使用口罩、生产医用防护服、医

用口罩等重要原材料，医用护目镜/防护面

屏/负压防护头罩、医用隔离衣、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全自动红外体温检测仪

和经卫生健康、药监部门依程序确认治疗有

效的药品和疫苗。

“国家兜底采购收储，主要还是本着降

低生产成本、鼓励扩大产能的角度，解决生

产企业的后顾之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吴明表示。

在此前工信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工

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曾表示，现

在重点物资需求主要包括医疗防护用品、消

杀用品、检测检验仪器设备等，需求量大，品

种规格多。

这种情况下，除原生产企业外，也有不

少企业“跨界应援”。据天眼统计数据显示，

以工商注册变更信息为标准，自2020年1月

1日至2月7日，全国有超3000家企业经营范

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

疗器械”等业务。

“面对物资缺口，扩大产能是趋势，但作

为企业端难免也会有所顾虑。”吴明指出，许

多物资生产企业在节假日期间便开始复工

复产，用工成本也涨到平时的3倍价格；此

外，目前一些物资原材料价格也开始上涨。

但物资产出后，国家会进行适当干预以保障

物资价格运行平稳。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

担心难以负担生产成本和产能过剩问题。

对此，《通知》明确，将鼓励企业扩大重

点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增加产量，尽快

实现满负荷复工复产；支持有关企业技术改

造、增添生产线（设备），扩大产能；同时，支

持有条件企业尽快转产，重点生产应对疫情

急需的紧缺医疗物资等。

同时，此次《通知》也提出，国家将按现

有收储制度和办法，全部兜底采购收储前述

防疫物资。各地区组织企业尽快增加紧缺的

重点医疗防护物资生产和质量管理，及时交

付使用；同时，动态管理产品目录。

地方层面则要加强应急物资政府收储。

针对疫情期间暴露的物资储备短板，建立健

全相关制度；扩大收储范围，增加重要物资的

政府储备规模，在项目立项建设、资金补贴、

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等。

收储之外，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生产

企业又该如何应对特殊时期已扩大的产能？

《通知》要求，鼓励企业对扩大的产能根据疫情

防控需要和市场需求进行转产，推动产品生产

向市场需求量大的其他类型、标准或型号转

变；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企业转型升级。鼓

励地方政府出台一定期限内相关支持政策。

为方便监管，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管理制

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各省级政府相关部门

将按照《产品目录》，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

产企业的物资收储实施名单制管理，企业名

单由各地区审核汇总后报国家相关部门；中

央企业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直接向国

家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企业需按照核定产能满负荷生产，并按

国家统一要求安排产品调拨。各地区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重点支

持企业名单实施动态调整。国家相关部门要

加强名单信息共享，并做好与有关金融机构

等沟通衔接，研究出台支持政策。

在收储物资质量监管方面，此次《通知》

规定，进一步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

产、销售企业的督促检查。凡收储的物资，必

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检测认证。不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物资或劣质物资，一律

不得收储。

“鼓励企业扩大生产，政府兜底采购收

储是最好的措施。”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

主任唐大杰补充道，只是在政府兜底收储过

程中，仍需明确政府对物资兜底收储的价

格，同时对企业扩大产能量还需进一步明确

和引导。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进港94.8万人

出港29.6万人

其他人员（员工、接送机等）测温31.1万人次

共计发现发热旅客188人，转运旅客79人

应对返工潮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点之一。 根据国务院和北京

市相关安排，本周起不少企业陆续开工，返京客流出现一定增长。

人员密集度提升给北京的防疫工作提出考验。 对此，2月9日下午，

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重点介绍了北京市各交通运输

单位在疫情防控和返京复工客流保障措施方面所做的工作。

预计2月9日到达17万人

2月10日到达15万人

到京旅客人数同比去年分别下降67.1%和71.8%机场

铁路

截至2月8日

北京两场共计测温155.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