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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记者梳理发现，安徽

多部门、多地已出台惠企助企政策，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

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真金白银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我省12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

动方案》，方案提出，在加大财税支持方面，落实国家加大中小

微企业设备器具税前扣除力度的政策，中小微企业2022年度

内新购置的单位价值500万元以上的设备器具，折旧年限为3

年的可选择一次性税前扣除，折旧年限为4年、5年、10年的

可减半扣除。企业可按季度享受优惠，当年不足扣除形成的

亏损，可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落实国家延长阶段

性税费缓缴政策，将2021年四季度实施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延续实施6个月。缴纳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主体，可申请享受困难减免。落实

国家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提高中小微企

业稳岗返还标准，返还比例从现行的60%最高提至90%。

为扩大减税降费规模，近日，我省下发小规模纳税人、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六税两费”的通知，将减

征对象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大到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国家授权幅度上限顶格减征

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这6种地方税和2项附加收费。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继续全力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支持制造业、小规模

纳税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落实好部分行业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确保政策

红利落地，稳住就业基本面，培育壮大新动能。

为降低疫情不利影响，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

关、恢复发展，省发改委等14部门联合制定印发《安徽省促进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46条政策措

施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

为积极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稳定经营、持续发展，

各地政府还纷纷端出了金融惠企套餐，千方百计助企纾困。

除了加快涉企资金审核和拨付进度之外，芜湖市表示，对企业

2022年新增期限为1年及以上的贷款，由相关主管部门确定企业

名单并审核后，对其按1年期给予50%最高50万元贴息补助。同

时，鼓励银行设立专项贷款，重点满足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资金暂时

周转困难的企业需求。合肥市在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方面，同样明

确提出，对申请“政信贷”金融产品新增贷款不超过1000万元且贷

款期限1年及以上的企业，给予50%最高50万元贴息补助。

马鞍山市要求，督促银行机构对因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

微企业，不抽贷、压贷、断贷，落实延长还款期限、缓收部分利

息、无还本续贷政策等。

星报记者实地探访，他们如何渡“难关”？

疫情下的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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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徽记者实地探访，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如

何渡过“疫情关”。

■ 记者 张贤良 唐朝

合肥市经开区医药健康产业园内的一家主

营创口贴的小微企业，员工40多人，年销售额

5000万元左右，因为产品性能优、品质好，业务

拓展到全球，企业订单不断。

“受大环境和疫情影响，当前企业感受到明

显的‘阵痛’。”该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李经理直

言，无纺布、进口胶水等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且

进货受阻，生产好的产品受物流影响发不出去，

只能囤积在库里，“人力、厂房租金、水电等都得

花钱，很担心资金链跟不上。”眼下，公司对出口

业务依旧充满信心，但创口贴等医疗制品“出口

认证”的费用比较高。他期待相关部门能出台

政策，对“出口认证”费用给予更多的优惠补贴。

合肥高新区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成立不到1

年，作为初创型企业，感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女士告诉记者，受疫情反复

的影响，企业大多数业务只能靠线上沟通，但诸

如融资、新客户洽谈，以及共建实验室等项目，

必须要“面对面”共商解决。总体来说，融资、合

作、科研等公司重头工作都处于“半停滞”状

态。“现在企业基本就是空转，不到一年，各项硬

件支出就达到三四百万，压力很大。”孙女士最

担心的是，企业科研方向为人体器官芯片，科研

含金量高、应用价值大、后期收益多，但研发期

要3年左右，这期间盈利非常有限，一旦出现资

金问题，直接影响研发，甚至决定企业生死。

受访企业普遍表示，资金是中小微企业的

最大难关，减轻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压力，成为

中小微企业的最大期待。中小微企业抵抗疫情

的能力更弱，惠企政策应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特

点因“企”制宜，比如，在场地租金方面给予优惠

政策，对初创型企业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房”

等政策，解决企业招才难、留才难等问题。

日前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落实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我省已下达支持小微企业留抵

退税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128亿元，为4月1

日起实施的小微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供

财力保障。

“省市的各项政策清晰有力度，能够直击企业

发展难点、痛点和堵点，关键时刻的确给了企业一

颗定心丸。”芜湖一家智能机器人生产企业负责人

说，目前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在各类惠企纾困

政策的帮助和激励下，公司上下都很有信心。

来自滁州的袁女士和丈夫在合肥滨湖的

一处公寓住宅楼下的门面房经营了一家生鲜

商店，这套门面房共有两层，一层摆满了水

果、蔬菜、肉类等商品，二层则是袁女士一家

三口的生活空间。

去年下半年公寓楼交房后，袁女士随即

租下了这套门面房。“公寓楼里大部分住户都

是租房子的年轻人，他们白天上班没空去菜

市场，下班了就正好可以来我这里看看。”袁

女士说道，“这几个月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

店里的商品也从蔬菜水果‘扩展’到肉蛋奶及

零食一应俱全。”

但随着 3月以来疫情防控形势逐渐严

峻，袁女士也坦言道，店里的生意或多或少受

到了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流量少了，很

多人每天就是家和工作场所两点一线，需要

生活物资了会直接去大超市购买囤积，像我

这种小店他们就无暇光顾了。”袁女士说道。

在袁女士的生鲜店隔壁则是一家小型百

货商店，同时开展收发快递业务，也同样是个

体经营。“我这里主营业务就是快递代收，但

最近能明显感觉到来拿快递的人少了，来自

江浙沪地区的快递很多已经无限期延迟发

货了，其他地区也有延迟。”该店经营户王先

生说道。

目前，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进入小商店

也必须健康码、行程码“二码”联查，并佩戴口

罩。此外，根据所在社区的安排，门面房的经

营户每周还需要做两次核酸。袁女士表示，

随着近期核酸检测的人数不断增多，做一次

检测往往需要2至3小时，有时甚至是半天时

间，在此期间商店只能停业。

“社区要求每周做核酸检测，上周日我们

早上6点半过去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结

果一直做到上午10点多。”合肥滨湖某小区外

的一名餐馆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道。

近期，随着合肥市区电影院、网吧、KTV等

娱乐场所陆续暂停营业，户外人流量减少，这对

不少小本经营的餐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合肥

包河区一家“地锅鸡”餐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此前店内每日都能客满，如今只有晚上来的

食客会多一些，而即便是周末，中午饭点时也

“门可罗雀”，到下午2点来吃饭的人更少了。

个体户：
客流减少成为主要影响

中小微企业：
忧虑资金链跟不上

政策解难：
助企纾困力度再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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