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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电商企业开展爱心助农活动

湖北农产品产销形势向好

台军舰确诊病例增至24例
全台累计420人确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全国春播粮食进度比去年快1个百分点

今年粮食能够实现稳产保供

意、法、德等部分欧洲国家疫情趋缓
确诊病例累计超108万，欧洲仍是疫情最严重地区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
重，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做到慎终如始。

4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会议。在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时，会议强调必须倍
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巩固防控战果，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
防控，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
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
要防护，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提供有力保障。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境内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但境外疫情持续蔓延，我国面临境外疫情输入
风险大幅增加。这警示我们，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工作决不能放松，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
意，决不能让疫情向好形势发生逆转。必须密
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充分认识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防控疫
情要强调再强调、坚持再坚持，始终保持警惕、
严密防范，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精准
落实到复工复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就要把内
防反弹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把疫情防控网扎得
更密更牢。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精心治疗、悉心护理重症患者，抓实社
区防控，压实企事业单位防控责任，对重点人群
实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行愿检
尽检。其他地区要动态调整离汉人员管理和健
康监测规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互通互认核酸
检测、隔离观察等方面信息。要加强对湖北省
和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政策支
持，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入、就学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要继续加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优
化防控策略，认真落实防控责任和各项具体措
施。各地要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对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要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其
中暴露出的防控问题，加固薄弱环节、补上短板
漏洞。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就要加强
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和有
效性。要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乃至较

长一段时间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
坚固防线，不能出现任何漏洞。要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
心关爱，驻外使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和防护指导，发挥好侨团、留
学生会等作用。要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市防线，优化医疗资源和
救治力量布局，加强检疫检测能力建设。要加强集中隔离人员安
全服务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和人文关怀。要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
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纵观国内外疫情形势，常态化疫情防控是一项艰巨繁重又较
为持久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
备。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只有把疫情防控这根弦绷紧，把常态化疫情防控抓紧抓实抓细，不
麻痹、不厌战、不松劲，不断巩固发展疫情持续向好形势，才能为经
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
者孙少龙、陈聪）记者从19日下
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4月以来
湖北农产品产销形势日趋向好，
其中茶叶销售进度已达71.8%。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一级巡视员陈萍介绍，疫情
发生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电
商企业开展爱心助农活动，推
出了流量支持、优惠贷款和运
费补贴等各项措施，助力卖难
农产品快速销售。截至 4月 17
日，各大电商平台累计销售湖
北农产品 79.6 万吨，撮合线上

交易达1280万次。
“疫情发生以来，农业农村

部高度关注湖北农产品的产销
情况。”陈萍说，农业农村部一
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下达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2.13 亿元，
支持湖北蔬菜等农产品市场供
应。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扩大
采购规模，举办了3场视频产销
对接活动，“一对一”“点对点”
解决湖北农产品卖难问题。

据陈萍介绍，近期农业农
村部将再度启动湖北特色农产
品系列促销活动，助力解决湖
北农产品产销问题。

据新华社台北4月19日电
（记者傅双琪、吴济海）台湾地
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9 日公
布，台湾新增 22 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其中 21 例为台军舰实
习生和军人，另外1例为境外输
入病例，累计确诊420人。

据指挥中心介绍，新增确
诊病例中的军舰实习生和军人
为 19 男 2 女，年龄在 20 多岁到
40 多岁之间，发病日期介于 4
月14日至18日，感染源还在调
查中。

指挥中心表示，3艘军舰共
744名官兵及学生被涉及，目前
已完成采检。包括18日确诊的

3人在内，目前共 24人确诊，都
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其余人
在 6 个集中检疫所和 1 个军营
中集中检疫。

据介绍，这3艘军舰组成的
舰队于3月12日至15日停靠帕
劳，此后在海上航行近30天，于
4月15日抵达台湾，舰上大多数
官兵和学生下船。确诊病例的
接触者估计在2000到3000人。

军舰确诊的患者中包括台
军方“政战学院”和“海军官校”
学生。为避免疫情扩散，台军
方有关方面19日宣布，“政战学
院”即日起停课两周，“海军官
校”20日起停课两周。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9 日
电 公 安 部 党 委 委 员 、副 部
长 孙 力 军 涉 嫌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目 前 正 接 受 中 央 纪 委 国
家 监 委 纪 律 审 查 和 监 察 调
查。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查

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记者陈
聪、李延霞）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
司副司长刘莉华 19 日说，从春播情况
看，截至 4 月 18 日，全国春播粮食已
经完成意向面积的 21%，进度比去年
快 1 个百分点，相信只要季季紧抓、环
环 紧 扣 ，今 年 粮 食 能 够 实 现 稳 产
保供。

刘莉华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春播的粮
食面积是全年面积的一半以上，目前
早稻育秧已经结束，大田播栽已过八
成，进度比去年快了 2.4 个百分点。目

前秧苗长势比较好，为恢复双季稻生
产开了好头。

关于我国粮食储备问题，刘莉华
说，目前我国粮食储备充足，口粮完全
自给，米面随买随有。

今年 4 月 19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谷雨。刘莉华说，按照农时，谷雨之后
春播就大面积进入高峰。她说，农业
农村部将继续抓紧抓实抓好春耕生产
各项工作，指导农民把意向面积落地、
把关键措施落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今年的春播任务，夺取夏粮丰收，赢得
全年粮食丰收的主动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李
延霞、孙少龙）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一级巡视员陈萍19日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近期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好转，我国农产品流通基本
恢复正常，价格以稳中有跌为主。

陈萍表示，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

部分地区的农产品产销衔接阶段性受
阻，价格波动比较大，但由于我国农业
产能稳、总量足，市场运行基本平稳。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
刘莉华表示，2月份以来，各地积极扩大
蔬菜生产、扩种速生叶菜，全国蔬菜面
积保持稳定增加的态势。

农产品流通基本恢复正常
价格以稳中有跌为主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杨绍功 潘 晔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作
为“六稳”之首的就业，关乎百姓生计，
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千方百计稳
住就业基本盘。从中央到地方，从个人
到企业，各方全力以赴、积极应对，展开
一场就业“保卫战”。

复工复产，激发就业新活力

中小微企业的企稳和复苏是稳就
业的前提。企业在，岗位在，就业才稳。

“真金白银”援企稳岗，“点对点”组
织返岗，减税费、增信贷、降成本、缓期
限……中央和地方从财税、金融、社保、
外贸等多个方面出台政策，帮助企业纾
难解困、复工复产。

全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数据显
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
99%，民营企业复工率达到91.39%，中小
企业复工率达到84%。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岗位
快速释放。3月 20日，人社部百日千万
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启动，截至 4 月 9
日，124 万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 1162
万个。

“春节以来，我在线上给多家单位

投了简历，目前已经收到两家单位的回
复了。”西藏民族大学 2020 届学生罗布
旺杰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卢海
说，3月份已经观察到部分行业、部分企
业的招聘需求开始恢复到去年同期水
平，表明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影响是暂时
的，疫情得到控制后就会逐渐恢复，这
是当下就业的好消息。

积极应对，打赢就业“保卫战”

从疫情初期返岗困难、物流受阻，
到后续企业资金紧缺、经营遇困，再到
国外疫情加重高出口行业受冲击，防疫
期间就业形势瞬息万变、挑战不断。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国外疫
情发展，出口外向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中
的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受到疫情冲击严

重。不少出口企业经营者表示，希望国
家能够视国外疫情情况加强政策支持，
人社部门和劳务公司能够帮助更多企
业探索开展共享用工，以发挥“劳动力
蓄水池”功能，防止因暂时困难造成员
工流失。

织密就业保障网，需要继续加强政
策精准度。卢海说，对于不同行业、不
同规模的企业，可从信贷、税收、社保、
补贴、合作、转型等不同角度采取扶持
措施，“有些行业面临长期甚至永久的
影响，有些是短期影响；有些企业面临
盈利小幅度下滑，而有些企业面临生死
存亡。”增强政策的精准度，使政策支持
与市场机制形成相互配合的效果，有助
于提高相关措施的实施效率。

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民生，要对困难
群众进行扶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表示，国务院实施
了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阶段性
提高价格临时补贴三项新举措。

稳就业，有压力、有挑战，但牢固的
经济基础是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底
盘”。近年来，各类新经济蓬勃发展，就
业新形态和新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
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创业创新持续
推进，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将继续
发挥带动就业“倍增器”作用。

“疫情对就业影响是短期的、可控
的。要看到，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变，就业市场有条件保持稳定。”国家
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
——首季中国经济观察之稳就业

4月18日，求职者在查看招聘信息。当日，为支持各类用人单位复工复产、帮
助劳动者实现就业，海口市举行“战疫情·促就业”大型综合性招聘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黎4月 18日电 据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 18 日，欧洲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08 万，
仍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虽然欧洲疫情持续蔓延，但部分国家
疫情趋缓，一些国家将通过扩大检测
加强疫情防控。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 18 日发布
的统计数字显示，意大利确诊病例累
计175925例，死亡病例累计23227例，
治愈病例累计 44927 例，分别比上一
日增加3491例、482例和2200例，住院
人数继续减少。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 18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法国目前有 30639 名新冠
患者住院治疗，较前一日减少551人，
住院人数连续10天下降，其中重症患
者较前一日减少194人。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
间 18 日 零 时 ，德 国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137439 例，死亡病例累计 4110 例，比
上一日分别新增 3609 例和 242 例，累
计治愈85400例。德国目前新冠疫情
人际传播的基本传染数已降至0.7，即
每名感染者平均传染0.7人。

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住院和
死亡病例当天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卢森堡和阿尔巴尼亚无新增死亡病
例；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等国新增确诊
病例持续下降。

意大利新冠疫情应急委员会特别
专员阿尔库里18日说，该国正在为部
分复工后的第二阶段准备控制疫情的

“三支箭”：病毒核酸检测、血清抗体检
测和传播途径追踪。用于追踪病毒传
播途径的手机软件正在进行测试，近
期将向公众推出。

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社会保障和
公共卫生委员会 18 日呼吁联邦政府
进一步扩大新冠病毒检测范围，尽快
对全体公民展开抗体检测。

4月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道路上车辆寥寥。据新冠疫情最新数据，土耳其当日累计确诊病例数为80868
例，该国成为中东地区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新华社发

确诊病例超确诊病例超88万万

土耳其成中东病例最多国家土耳其成中东病例最多国家

新华社日内瓦4月18日电（记者
沈忠浩）世界卫生组织在18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每日形势报告中说，对全球
各地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 70 多万
个确诊病例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男
女患者几乎各占一半，年龄中位数为
51岁。

世卫组织介绍，截至4月13日，收
到了来自 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3个
国际交通工具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
确诊病例747546例，约占当时全球确

诊病例总数的44%。
对这些病例数据的分析显示，男

女比例为1.03比 1，几乎各占一半；患
者总体年龄中位数为51岁，其中男性
患者年龄中位数为52岁，女性患者年
龄中位数为50岁。

但是男女比例在不同年龄段有
区别。在 60至 79岁年龄段中男性明
显多于女性，其中 60 岁至 69 岁年龄
段男女比例为 1.27比 1，70至 79岁年
龄段男女比例为1.34比 1。女性较多

的两个年龄段是 20 岁至 29 岁、80 岁
以上，男女比例分别为 0.85 比 1 和
0.78比 1。

统计还显示，2月24日以来，确诊
病例中20岁至39岁患者占比扩大，60
岁以上患者比例缩小。

世卫组织同时提醒，上述病例数
据主要来自欧美，目前通过标准化表
格报告的病例数据中来自美国、意大
利和德国的病例占了74%，因此相关分
析结果不一定能代表全球整体情况。

世卫组织对全球70多万个确诊病例分析显示

确诊病例男女各半 年龄中位数5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