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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凌晨2点10分，最后一
批滞留北京门头沟区安家庄站、落
坡岭站的乘客抵达北京丰台站。至
此，因暴雨被困的 K396次、K1178
次、Z180次列车所有滞留旅客安全
疏运完毕。

截至目前，门头沟、房山、昌平
等受灾区域通讯电力逐步恢复、道
路陆续打通、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
置，灾后重建正在抓紧开展……

刚过去的几天里，北京遭遇历
史罕见汛情——

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7时，
北京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量
为北京地区有仪器测量记录 140年
以来最高值。暴雨如注，山洪汹涌。

汛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北京

市和各有关部门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开展抗洪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

7月29日，一列回京的专列，飞
驰在华北大地上。刚结束四川和陕
西汉中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望向窗外，神情凝
重。

此时的京津冀地区，一再升级的暴雨预警
信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极端强降雨天气。

当晚 8时，北京市开始降雨。习近平总书
记非常关注北京市雨情。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七大江河流
域全面进入主汛期。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
救灾工作——

早在 7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强化会
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努力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

7月25日至27日，在四川考察中，习近平总
书记密切关注着汛情，要求全面落实防汛救灾
主体责任，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
作。要科学救灾，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出现
极端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此次北京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导致丰台至沙
城铁路（丰沙线）发生严重水害。7月30日，在途
K396次、K1178次、Z180次列车被紧急扣停。

食品告急、饮用水有限、信号中断、气温降
低，加之暴雨断路，外部物资只能通过人力步行
一路泥泞艰难送达……三趟列车上的 2800多
名被困旅客在焦灼中等待。

“地方和有关部门与列车取得联系，千方百
计组织营救，送上食物、药品，该转移的转移，确
保滞留旅客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被困旅
客的安危冷暖，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

瓢泼大雨中，落坡岭站工作人员从周边村
庄购买到方便面、火腿肠等物资，送到K396次
列车上。沿河城站工作人员将两袋面粉送到

K1178次列车上。安家庄站工作人员紧急购买
了方便面、八宝粥等物资，和乘务组人员一起搬
到Z180次列车上。食品短缺暂时得到缓解。

强降雨过程中，门头沟区多处区域出现险
情；房山区7个乡镇62个村通讯信号中断；永定
河水量暴涨，卢沟桥西侧的小清河桥坍塌……
灾情不断传来，救援难度持续加大。

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
出新的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
员，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
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北京市作为现代
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几天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部署：
——各地党政一把手要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各方面都要动起来。要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整合各方面力量，尽快恢复道路、电力、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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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心 人民至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

新华社记者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搭设人墙。 （新华社 发 舒永豪 摄）

本报讯（记者 郑镱慧子 通讯员 王志国）
为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困难群体在家
门口就业，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连日来，湘潭县
人社局组织县域内各乡镇村开发乡村公益性岗
位共 331个，重点安置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
就业。

据了解，湘潭县人社局 2022 年开发的
320个乡村公益性岗位于今年 6月到期。为

更好地做好政策衔接，推进就业领域乡村振
兴工作，县人社局在原来的基础上根据乡镇
村组的实际情况，对原有岗位安置人数进行
了调整。

这次开发的乡村公益性岗位由湘潭县各乡
镇负责组织实施，根据实际需求，坚持就近原
则，因事设岗、按需定员，设有保洁、护绿、治安
巡逻等岗位，主要安置县域内年满 16周岁、未

满 65周岁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脱贫劳
动力和监测对象。

乡村公益性岗位按照“谁开发、谁用人、
谁把关、谁负责”原则，由各用人单位与上岗
人员签订乡村公益性岗位劳务协议书，根据
实际工作量和用工方式确定薪酬，并为上岗
人员购买好意外伤害保险。“我局将按每人每
月 500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县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用人单位负责乡村
公益性岗位日常管理，各乡镇对用人单位负
责监督管理，县人社局将不定期对用人单位
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岗位补贴资
金发放精准。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民营中小企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以创新为特点、人才为
支撑、知识产权为核心，缺乏重资产、短期财
务指标不优的科技型企业来说，难上加难。

如何搬走企业遇到的“融资高山”，形
成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
2022年 5月，湘潭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科技
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

一年多过去，成效如何？
“通过积极探索建立轻资化、信用化、

便利化的科技金融新模式，全市462家科技
型企业凭借知识价值换来了真金白银。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16.748亿元，科技型企业惠及率居全省第
一。”7月24日，市科技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破题”到“解题”，湘潭做了哪些探索？

有技术无资金，怎么解？
——政银联动，创新模式让

企业“能够贷”

“我们自主研制的设备，打破了国外技
术垄断。”湘潭华进重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彭德平笑容满面，心情很好。

他提到的设备，叫 1500吨/18.3米钢管
全长扩径机组，是我国首台能为 18.3米直
缝埋弧焊管进行全长扩径的制造设备。该
产品甫一面世，就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然而，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
“当时正值公司上升关键期，我们急需

采购一批原材料用于研发生产，但因资金
问题，项目迟迟动不了。”彼时，彭德平整天
愁眉苦脸。

改变，源于科技部门的一次企业走
访。“科技型企业可申请知识信用价值贷
款，无抵押，成本低。”工作人员介绍。

申请、交材料、审核，不到 10天，500万
元信用贷款到账。购买扩径模具、拉杆轴
等原材料，加紧开发新设备，新产品面世。

“一子落而满盘活。”彭德平说，这场“及时
雨”，为 1500吨/18.3米钢管全长扩径机组
成功问世立下大功劳。而这一拳头产品，
也帮企业在业界打响了名声。

科技型企业，强项在创新，短板是缺重
资产。如何帮他们解决融资难题？

“让知识的价值转化为创新的力量。”
市科技局负责人一语道出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的关键。

这位负责人介绍，科技型中小企业普
遍具有轻资产、重创新的特征，很难适应以
重资产、短期财务指标为基础的传统融资
模式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条既符
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又能充分激
活银企贷款意愿的新路子，让科技型企业

“能够贷”，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湘潭主动跳出传统企业商业价

值信用评价思维模式，创新工作方法，将科
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
列入全市深化改革任务清单，建立市长牵
头抓总，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统筹调
度，职能部门、合作银行与区域联动推进的
工作格局，形成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
险补偿改革工作合力。

出台《湘潭市推进<湖南省科技型企业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改革实施办法
>工作方案》，明确补偿资金规模、补偿比
例、风险防控要求，明晰专项贷款申请、备
案、补偿等流程操作指引。实行限定利率
机制，限定专项贷款不超同期基准贷款利
率 20%，并选择专业运营机构全程跟踪服
务，由此架构起“一实施方案、一流程指南、
一专业运营公司”的精准服务模式，让企业
贷款变得容易。

数据显示，我市以全省5.83%的入库企
业占比，实现了全省专项放款规模12.88%。
其中，“首贷”规模达到166笔、4.14亿元，占
全市专项贷款总量四分之一左右。

有钱不敢贷，怎么破？
——打通阻隔，构建风险补

偿“资金池”

由于科技型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企
业，无抵押物，怎么衡量其知识价值，贷款
万一还不上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银行面
前的顾虑。 下转3版

帮扶困难群体就业

湘潭县开发331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从“破题”到“解题”
——通过一项改革看湘潭如何握指成拳

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
本报记者 王超 李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