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3 日，载有 600 名云南籍在粤务工贫困劳动力的免费返乡专列 D3830 次列车在广州南站出发。
新快报记者 李小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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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争 3年治理
48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新快报讯 记者沈逸云 通讯员冯
建奎报道 每年的雨季意味着广东地质
灾害重点防范期的到来， 新年伊始，广
东便打响了地质灾害的“防卫战”。 1 月
12 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
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方案 （2020—
2022 年）》（下称《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底前，基本完成全省在册威胁 100 人
以上的 482 处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 6.5 万处（户）农村削坡建房风
险点综合治理。

数据显示，广东属地质灾害易发多
发地区。 截至去年 7 月底，全省共发现
地质灾害隐患点 5865 处， 威胁总人口
27.77 万人，潜在经济损失 82.73 亿元。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的特大型和大型
地质灾害隐患点 482 处（特大型 52 处、
大型 430 处），威胁 10 人至 100 人的中
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2560 处。

《方案》提出，2020-2022 年将分别
按照 40%、30%、30%的比例， 全面整治
482 处在册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
点，保障 18.64 万受威胁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避险搬迁、工
程治理和专业监测等。

其中， 拟采取避险搬迁的共 45 处
（特大型 5 处、大型 40 处），解除安全威
胁 2.02 万人。 拟实施工程治理 369 处
（特大型 40 处、大型 329 处），解除安全
威胁 12.87 万人。

而其余暂无条件实施工程治理或
避险搬迁的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
点， 将采取专业监测措施实施 24 小时
自动监测预警， 保障 3.75 万受威胁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了解到，削坡建房已成为诱发
地质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因
素。 为此，《方案》明确，今年底前，将重
点完成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珠三角部
分地区共 86 个县（市、区）的削坡建房
排查，制定综合治理措施。

节后返岗率预计达九成左右
据介绍，此次免费返乡专列 D3830

次列车上的 600 名乘客，均是云南籍在
粤务工的劳动者， 且为各户籍地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 其车票由广东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赠送。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 ，
广东亦是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最多的
省份。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免费高铁送
贫困劳动力返乡活动开展第 5 年，共
有 10 趟专列、8300 名贫困劳动力将免
费乘车返乡返岗。 其中，省人社厅安排
广西百色、云南昆明、四川广安等 5 趟
节前返乡和节后返岗专列， 直接惠及
4200 名贫困劳动力。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
夏义兵表示，除了送车票、送礼包外，
专列还将送政策、送岗位———一方面
在列车上向农民工介绍广东就业鼓
励扶持政策 ，进行相关指导 ；另一方

面发布部分在粤企业用工信息，并结
合节后各类招聘会 ，“让他们能提前
掌握招聘信息 ，节后可以有序 、顺利
就业。 ”

据悉， 扶贫专列活动是贯彻落实
省政府“促进就业九条”的具体举措，
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部署的创新举措， 目的是通过帮助
贫困劳动力解决“买票难、回家难”这
个小切口， 鼓励和引导贫困劳动力来
粤就业、安心工作、融入发展。

节后哪些行业的用工较紧缺、需
求较大？ 夏义兵透露，据初步调查，珠
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量比较
大，节后用工较紧张，且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和服务业。 节后全省返岗率预计
达九成左右， 返工高峰期将集中在正
月初十前后。 返岗专列计划于初九、初
十开行， 免费送广西、 云南、 四川的
3000 多名贫困劳动力入粤返岗。

为专列上的乘客送上爱心礼包
13 日，600 名云南老乡头戴红帽、

围着红围巾， 早早地来到了南站的候
车室等候回家专列， 远远望去年味十
足。“这张票要 400 多块，相当于一个月
工资的十分之一了， 省下的钱可以回
家买些年货。 ”在中山一家电机厂工作
的代先生说， 以往坐火车来广州要 28
个小时，现在高铁回去只要 8 小时。

“如果没有这次送票，我们就不回
家过年了。 ”在中山某电器厂工作的杨
女士，身背着小孙子，与丈夫、儿女一
齐踏上回云南大理的旅途。

据悉， 省人社厅为专列上的乘客
们送上的爱心礼包亦极具“粤味”。 “腊
肠可以带回去烧菜吃，很实用。 ”来广
东 13 年的吕女士展示了这一 “粤式礼
包”，里面包括广东经典利是糖、雪饼、
腊肠，还有特制的扑克牌，牌面内容是
广东就业创业指南。

新快报讯 记者王彤 通讯员穗发
宣报道 1 月 13 日，广州市新闻办举办
了 2020 年首场定期新闻发布会， 市发
改委介绍了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情况。 据悉，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2019 年，全市医药制造业和医
疗器械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了 10.2%
和 53.5%。

去年全市医药制造业增长10.2%
广州是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经过多

年发展，呈现出产业链条完整、市场主
体集聚、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的良好态
势，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 近年来生物
医药产业保持年均 10%左右的增速 。
2019 年，全市医药制造业和医疗器械设
备制造业分别增长了 10.2%和 53.5%。

在创新成果方面， 广州捷报频传。
近五年共有 30 个药品 （含 1 类新药 7
个），5791 个第二、第三类医疗器械获批
上市，其中药品上市以 2019 年最多，共
有 12 个。 海赛特药业研发的创新中药
获得生产批号，填补国内安全有效治疗
银屑病的空白。 百奥泰成功研制出国内

首个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并获批上
市。 目前在研的药品达 340 个，其中，香
雪精准医疗研发的国内首个高亲和性
超强特异性 T 细胞注射液获准临床，创
下国内新药审批最快记录。 中山眼科中
心研制的全球首个具有逆转白内障功
效的 1 类新药正在申报临床批文。

据悉， 广州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
区品牌和优越创新环境， 吸引诺贝尔
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等
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科学家、
企业家来穗。 目前，共引进生物医药领
域诺贝尔奖获得者 5 位， 引进和培养
院士 20 多位。

生物医药产业扶持资金创新高
记者在会上获悉， 广州市发改委

牵头对市政府 2018 年印发实施的 《广
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规
定》（下称《若干规定》）进行了修订，报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即将正
式印发实施。 其中市政府各部门扶持
资金创新高。

对生物医药企业产业化阶段，最

高可获得 1 亿元补助。 同时符合各区
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 还可以申请同
时享受市、区政策支持。 对 GLP、CRO
等研发机构，各阶段可分别获得 100 万
元到 6000 万元不等的奖补；对 GCP 机
构、临床研究病房等医疗机构，在全国
率先实行对 GCP 机构完成临床试验
项目奖励， 还有 I 期临床研究病房建
设、床位补贴等都有数百万元支持；对
临床研究人员，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给
他们松绑，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允许兼
职取酬、离岗创业，激发他们的创新活
力和动力。

此外，对重大项目支持上不封顶，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公共技
术平台、高端产业化项目，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 经市政府同意，“一事一
议”给予扶持。 据悉，重点支持顶尖人
才团队的产业项目，诺奖、拉斯克医学
奖、两院院士领衔的产业项目，按照最
高 1 亿元给予支持；新药、中药经典名
方、 创新和优先审批医疗器械等产业
化项目，最高补助 5000 万元。

2020年广东扶贫专列正式发车
助8300名贫困务工者返乡返岗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昨日，载有 600 名云南籍在
粤务工贫困劳动力的免费返
乡专列 D3830 次列车在广
州 南 站 出 发 ， 这 意 味 着
2020 年广东扶贫专列正式
发车。据悉，今年年前年后共
有 10 趟扶贫专列，8300 名
贫困劳动力将免费乘车返乡
返岗。人社部门透露，据初步
调查， 广东节后返岗率将达
九成左右。

市发改委介绍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

对生物医药产业重大项目资金扶持不封顶

广铁今日预计
增开列车 189列

新快报讯 记者许力夫 通讯员曾
小贤 鲁玥报道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昨天广铁发送旅客 195 万人次。 14 日，
广铁预计增开列车 189 列， 其中高铁
103 列，普铁 86 列。

春运以来，广铁集团推出“畅通工
程”，大力完善车站进站设施。广州南站
春运期间新增加安检仪 20 台， 自助实
名制通道 49 台，进出站闸机 122 台，提
高旅客进站效率，实现快速进站；深圳
北站在春运前完成了进站流线改造，新
增 17 台实名制自助核验机、8 台安检
机；陆丰站加建了进站大厅，将原有验
证和安检作业区域外移，扩充了候车室
容量，增加了验证和安检缓冲面积。

■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通讯员 粤仁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