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到长沙冷链物流专线 冷冻货运 信誉好的

产品名称 湖州到长沙冷链物流专线 冷冻货运 信誉好的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420.00/吨

规格参数 湖州冷冻食品:全程打冷
湖州冷链运输:保证时效
湖州冷藏产品:湖州冷运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是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近期，受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疫情多发等影响，市
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明显增加，生产经营形势不容乐观，迫切需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帮扶中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为此，制定以下措施：

一、各地要积极安排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
现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结合本地实际向困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房屋租
金、水电费、担保费、防疫支出等补助并给予物流贴息、社保补贴等。（各地方负责） 二、2022年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物流1.6万亿元。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
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银行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借款人实际情况，合理采用续贷、物流
展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予以支持，避免出现抽贷、断贷；其中，对2022年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地市级行政区域内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困难行业，在2022年底前到期的普惠
型小微企业物流，银行如办理物流展期和调整还款安排，应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
调物流风险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收罚息。进一步落实好小微企业不良物流容忍度和尽职免责要
求，支持银行按规定加大不良物流转让、处置、核销力度。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加
强涉企信用信息共享应用，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物流规模。（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
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服务覆盖面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大服务力度。进一步落实银担分险机制，扩大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融资再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再担保业务覆盖面；对于确无还款
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依约及时履行代偿义务。（财政部、银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支持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避险服务，支持期货公司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针对性降低短期险费率，优化理赔条件
，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保险机构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特征和保险需求，丰富保险
产品供给。（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开展防范和化
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集中化解存量拖欠，实现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确有支付困难的应明确
还款计划，对于有分歧欠款要加快协商解决或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加大对恶意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在



合同中设置明显不合理付款条件和付款期限等行为的整治力度。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建立
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规范收费主体收费行为，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资委、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 六、做好大宗原材料保供稳价，运用储备等多种手段，加强供需调节，促进价格平稳运行。加强大宗
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允许在6个月内补缴。制定出台减并港口收费项目、
定向降低沿海港口引航费等政策措施。（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海关
总署、交通运输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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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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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强创新合
作，发挥企业带动作用和中小微企业配套能力，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协同复工达产。各地方要
综合施策保持中小微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立中小微企业人员、物流保障协调机制，引导企业
在防疫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采取闭环管理、封闭作业等方式稳定生产经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
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2022年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
。加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开展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鼓励大企业建云
建平台，中小微企业用云用平台，云上获取资源和应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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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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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鼓励开展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和农产
品产地市场建设，大力支持开展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城市试点示范，努力扩大市场需求。（市场监管总
局、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
、深入开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和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组织和汇聚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进企
业、进园区、进集群，加强政策服务，了解中小微企业困难和诉求，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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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发挥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作用，健全完善“中小企助查”APP等政策服务数字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
个性化政策匹配服务，打通政策落地“后一公里”。开展全国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综合督
查，压实责任、打通堵点，推动政策落地生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
）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各级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机制作用，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纾困举措，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加强运行监测和
分析研判，密切关注中小微企业运行态势，推动企业家参与制定涉企政策；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
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形成助企纾困支持合力。有关工作进展及时报送国务院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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