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前期基础上，工信部近日继续推出一系列助企

纾困举措，降低数字门槛、加强生产要素保障、鼓励地

方采取“企业管家”等方式主动靠前服务。聚焦中小企

业，帮扶如何再发力？怎样将政策落实落细？

降低数字门槛，助企生产有“数”

“2022年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

10%，鼓励数字化服务商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减免用云用平台的费用”，工信部明确，在对中小企业

数字化帮扶上加力施策。

近期，国内疫情多发，一些行业产业链受到波及，

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供应链替代方案，是摆在很多企

业面前的现实问题。大数据加强商品寻源，云平台提

升采购审批、结算效率……不少企业选择借助工业品

采购平台增强供应链灵活性。京东工业品数据显示，3
月1日至4月20日，京东工采累计完成超6万笔订单，

其中，帮助企业客户在24小时内完成从寻源到交付的

订单达633个。

通过“苏链通”平台，苏州帮助企业进行生产资料

和物流的供需对接；借助能源大数据，国网浙江平湖

市供电有限公司摸排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一企一

策”制订方案保用能、降成本；2022年，重庆将实施

125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新增 1.5 万户企业“上

云”……不论是建立供需平台快速摸清堵点卡点，还

是引入数字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都旨在通过生产有

“数”，更加及时掌握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增强供应链

的韧性和生产保障能力。

“要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工信

部副部长辛国斌说，将开展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把脉问诊”，通过培育具有较强服务能力的数字化服

务平台，加大帮扶力度。

加强要素保障，保持供应链稳定

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产业链供应链波动的影响。

对此，工信部明确，加强生产要素保障，将处于产业链

关键节点的中小微企业纳入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

单”。其中特别提出，各地要综合施策保持中小微企业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接到货轮从上海港出港的消息，苏州大邦纺织有

限公司防疫专员陶亚萍终于放下心来。“这 18吨针织

布如果不能如期发货，公司将面临违约风险。”陶亚萍

说，企业反映困难后，当地协调开通了绿色通道，从上

海赶来的集装箱货车很快抵达。

聚焦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各部门各地加快

细化实化支持政策。比如，成立专班解决企业生产要

素保障等问题；将相关企业员工纳入免费核酸检测人

群、降低企业用水用电用气成本等等。

“我们重点加强对企业人员到厂难、物料运输难

等阻碍复工达产突出问题的协调解决力度，加大对中

小企业生产要素的保障。”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

志峰表示。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微企业协同复工达产，同样重要。在联想武汉产业基

地内，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繁忙作业。联想集团有关负

责人表示，联想产业链上约 44.5%是中小企业，下一

步，将通过资金支持、市场开拓等方式，培育生态圈中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尤其是涉及关键产品、核心技

术和重点环节的中小企业。

工信部明确，加大对创新型企业培育力度，围绕

产业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靠前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加剧，需要进一步

强化政策支持。”梁志峰说，下一步将狠抓政策落地，

主动靠前服务。

他说，目前，工信部正组织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进企业、进园区、进集群，了解中小微企业困难

和诉求，并鼓励地方采取“企业管家”“企业服务联络

员”等举措，深入企业走访摸排，主动靠前服务，实行

“一企一策”“一厂一案”差异化举措。

工信部明确，将健全完善“中小企助查”APP等政

策服务数字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权威政策解读和个性

化政策匹配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组织

开展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督查，推

动政策落地生效。

辛国斌日前表示，将深入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工作，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数字化转

型、管理提升、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努力提供

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

感。

据新华社

降低数字门槛、加强要素保障……

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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