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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7个村子的“国庆之旅”

非凡十年

本报讯（汤兴启 记者王白石 王宗华）
又到一年供暖季，百姓需要温暖过冬，生产
需要用煤保证。鹤岗市贯彻落实国家及省
有关政策，抢抓煤炭产业发展窗口机遇期，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通过矿井升级改造、出
台煤炭应急保供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等有力举措，充分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目
前，已有 8处煤矿获得保供应急煤矿确认批
复，调增应急产能 114万吨/年，今年可增加
煤炭产量 40万吨，在确保全市煤炭稳定供应
的同时，为全省煤炭保供作出贡献。

全省煤炭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鹤岗
市确立了通过煤矿转型升级，实现矿井机构
明显优化、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安全基础
更加牢固的目标，有序发展资源配置好、生
产工艺高的优质产能。

针对今年东北地区煤炭供给严重不足，
煤炭保供形势空前严峻的情况，尤其全省开
展释放煤炭优质产能专项行动以来，鹤岗市
成立工作专班，把抓实升级改造煤矿项目建
设作为首要任务，对煤矿企业提出的建设资
金不足、土地使用及建筑许可等问题，积极
协调金融机构，帮助解决融资贷款 1.18 亿
元；责成自然资源部门简化程序，依法依规
在最短时限内办结相关许可手续，保障了煤
矿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鹤岗市产煤区相关部门组成专项工作
组，对煤矿安全设施设计批复超一年限期需
重新审批等事宜，主动帮助煤矿与省煤管局
沟通协调，简化程序、缩短时限。目前，该市
6处升级改造煤矿已全部开工建设，确保煤
矿在规定建设期内建成投产。

抢抓煤炭产业政策窗口机遇期，鹤岗市
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赴省直部门争取政策支
持，抓住省煤电油气运保障协调办公室下发
《关于开展确认保供应急煤矿及应急产能有
关工作的通知》的机遇，紧锣密鼓开展煤矿
产能核增工作，为保供应急赢得时间。

据悉，鹤岗市将再申报 9处煤矿保供应
急产能调增，如通过审查确认可再增加煤炭
产能 135万吨/年，将有效缓解供热季煤炭保
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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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日讯（徐宝德 王佳鑫 记者狄
婕）6日，省安委会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综合
督查工作动员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到党的
二十大结束，派出 13个安全生产综合督
查组对各市地开展全覆盖驻地综合督查。

会议要求，各督查组要严格落实督查
责任，实行组长负责制，根据督查市地安
全生产实际分组或适当增加督查人员和
专家，加强与督查地区联络统筹协调落实
督查具体任务。要严密细化督查安排，采
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随机抽查等多种
方式深入开展督导检查，其中，检查市、县
安全生产责任部门不少于15个，对14个重
点行业领域每个抽查暗访企业不少于 4

户。要严查重大风险隐患，督促各地、各有
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逐一排查风险，有针
对性地落实监管力量和防控措施。要严厉
整治突出问题，对督查检查发现的问题，能
立即整改的要责令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
改的要跟踪督办，迅速形成督查检查和“打
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要严肃督查工作纪
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三个严细
实”重要要求和省安委会《安全生产督查检
查制度》，严格执行“双签字”规定，根据市
地疫情防控政策采取灵活方式开展督查，
确保高效有序完成督查工作，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据了解，此次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分别

针对地方党委政府、监管部门、企事业单
位三个层面详细列出 92项检查项目和检
查内容。其中，地方党委政府层面围绕

“三个确保”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追
责问责、统筹做好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等七个方面，严查“29个”是
否到位；部门层面围绕“七个必查”落实、
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等十一个方面，严查“46个”是否到位；
企事业单位层面围绕生产经营单位自检
自查“九个到位”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建立、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
全管理、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排查等四个
方面，严查“17个”是否到位。

全省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启动

本报讯（记者狄婕）记者从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自 6 月 20 日电煤保供专
项行动启动至 9月 27日 100天时
间内，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
电煤 1886万吨，同比增长 27.6%，
日均完成电煤装车 2869车，同比
增长27.1%，管内34家铁路直供电
厂存煤606万吨，同比增长85.9%，
平均可耗天数稳定在较高水平，有
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陆续进
入供暖期，铁路电煤运输需求快

速增长，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积极
推进电煤保供专项行动，开辟

“优先承认、优先配车、优先装
车、优先放行、优先卸车”电煤保
供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地方经济
运行部门和电煤供需双方，动态
掌握煤炭上下游保供需求，做好
管内电热企业库存监控，准确掌
握我省 29 家、呼伦贝尔市 5 家主
要铁路直供电厂、大型热企日煤
炭到达、库存及耗煤情况，协调供
需双方做好运输计划安排，精准
提供运力，同时保障煤炭中长期
合同兑现率。

哈铁保供百日
发送电煤1886万吨

张春江
36年行走在养护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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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巅王者之巅

□姜健 本报记者 刘晓云

“您想买什么样的锅？这里有四款，
这款是……”超市里，导购员朱艳热情地
为顾客介绍着。

“在这里有工资和社保，离家又近，我
照顾孩子也方便。社区帮我在家门口找
到的这份工作太合我心意了。”朱艳是牡
丹江市东安区绿地社区失业人员，爱人患
病，两个女儿均在上学，需要一份离家近
的工作。社区为她联系了超市导购员工
作，离家近、易上手，缓解了她的家庭困
难。

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
社会发展，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几年，
牡丹江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基层劳动保障平台作用，以“敲门行
动”为开端，摸排社区困难群体就业情况，
实施职业指导、岗位推介、技能培训、补贴
发放等“一对一”就业帮扶，打造“15分钟
就业服务圈”，39个社区失业人员就业率

达到 96%以上，2020年以来全市实现失业
人员再就业6.77万人。

充分就业，充实失业人员的“腰包”
2020 年，牡丹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敲门行动”。市人社局联合民政、残联、
工会、扶贫办等部门，依托社区网格，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动态摸排全市困难
人员。当年，动态摸排困难人员3.5万人，
市政府设立专项救助资金，精准发放临时
价格补贴、失业补助金、救助金、社保补贴
等1.67亿元，惠及困难人员77.1万人次。

2021年，牡丹江市人社局总结“敲门
行动”经验，变“保生活”为“助就业”，以提
高社区失业人员就业率、降低城镇失业人
员占比（调查失业率）为目标，创新开展

“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在市县两级稳就
业专班统筹下，整合人社、财政、民政等多
部门力量，压实县（市）区政府主体责任，
全市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和评估
办法相继出台，年度建设目标一一明确。

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实
行四级联动，定期入户调查登记，动态掌
握未就业人员就业需求，每个社区都建立
了失业人员动态管理基础台账。并以社
区为单位，对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属
地化就业援助，“一对一”落实 1次政策宣
传、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免费
培训的“1131”援助措施。

至2021年底，市县两级共开发临时性
公益性岗位3723个，全市失业人员再就业
2.99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01 万
人，全市“充分就业社区”数量达到社区总
数的 20%。困难群体有了就业岗位，兜里
也有了“真金白银”。

创业引领，闯出脱困致富的“路子”
红彤彤的炉火，稠稠的杂粮面糊和起

来……一会儿，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摊好
了。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海林市横道河
子镇迎来了一拨儿旅游高峰。褚艳花的
手工煎饼也比往常卖得多了不少。

横道河子镇佛手社区失业人员褚艳
花，通过社区精准创业指导创办了“艳花手
工煎饼铺”，“好多游客到我这里买煎饼，收
入两万块钱没问题。”褚艳花笑着说。

在建设充分就业社区、帮扶困难群体
就业的过程中，牡丹江市人社局立足从

“根”上解决问题，注重发挥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组织由高校学者、培训讲师、
优秀企业家和政策法规专家组成的创业
导师团，深入社区、村屯开展“青创大讲
堂”“培育新业态网红主播”直播销售公益
讲座、“人社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公
益巡讲等服务活动20余次，激发了各类群
体的创业热情。

为解决初创者资金、发展等方面的难
题，牡丹江市人社局整合16家创业孵化基
地和 10家创业培训基地资源，建设“创业
孵化基地联盟”，落实场地、资金、信息、技
术等扶持政策，为创业人员提供规范统一
的创业孵化服务，累计孵化企业723户，带
动就业7609人。 （下转第二版）

兜牢民生底线 提高幸福指数

牡丹江着力打造充分就业社区

□本报记者 曲静

十年间，“朋友圈”不断扩大，有贸易
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00多个；

十年间，对俄经贸大省地位进一步巩
固；

十年间，开放平台建设水平不断跃
升，拥有国家批准的一类口岸 27个、综合
保税区1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2个、
自贸试验区片区3个、境外园区15个……

地处我国向北开放前沿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交汇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
大局，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构筑
向北开放合作高地，全力打造沿边开放新
前沿。

贸易伙伴遍布六大洲
9月 3日，由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

研制的30辆ENX70型共用平车在大连港
装船，启程发往非洲利比里亚，这是齐车
公司铁路货车产品首次出口利比里亚，也
是中国中车在利比里亚铁路货车市场上
的“零的突破”。

近年来，齐车公司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提升中车铁路货车品牌在非洲
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截至目前，已陆
续向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博茨瓦
纳、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提供多种类型铁路
货车7000余辆，有力促进了当地技术装备
升级，提升了铁路货运效率，助力了非洲
经济发展。

服务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客商引进
来，朋友遍天下。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十年间，我
省坚定不移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从开放末
梢挺立开放前沿，“朋友圈”不断扩大。贸
易伙伴遍布亚、欧、非、北美、拉美、大洋
洲，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00多个，

全省对外贸易累计实现1.81万亿元。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建成，原油进口稳

定；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十
年间，我省对俄经贸大省地位进一步巩
固。对俄贸易额占全省外贸总额的 60%
以上，占全国对俄贸易总额的15%左右。

蓄势招大商龙江引力足
5月 12日至 13日，华为、百度、京东、

腾讯、中兴、中科六家数字经济头部企业
与黑龙江签约；

5月 27日，北科生物、华大集团、大北
农集团、安徽丰原集团、安徽华恒生物、无
锡甜丰六家生物经济重点企业牵手龙江；

6月 5日，黑龙江招商工作推介暨哈
尔滨工业大学校友企业家创新创业大会，
再掀招商热浪；

6月10日至11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思想碰撞，签订大
单、成立龙商总会、以商招商，签约 118个
项目，签约额超过1500亿元。

7月 2日，2022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
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
质量发展大会，黑龙江收获满满。签约项
目 124个，签约总额 1538.02亿元，涉及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能源、食品
等17个产业领域；

（下转第二版）

龙江“朋友圈”遍及六大洲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杜清玉

伴随着施工机械的轰鸣声，于龙海
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马甲，一手拿着
施工图纸，一手拿着笔记本，在现场实
地推算，检查着施工的每一个细节。这
是今天的第一站——七台河岚峰村的
施工现场，随之开启了于龙海国庆节的

“旅程”。
接下来这一天的路线是河东村、山泉

村、钟山村、俊山村、城山村、鹿山村，这个
特别的“国庆之旅”，也是于龙海的日常工
作。

于龙海是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宏
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负责人，工作 10
年了，跟着项目到处跑已成为他的日
常。于龙海说，时间在他眼里，就是直接
显示项目建设情况的进度条，他们要不
停地推动这个进度条，一天也耽误不得。

于龙海负责的宏伟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位于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宏伟镇，施
工区域跨 15 个村落，总面积达 90933 平
方米。由于项目分布得比较分散，有些
距离也比较远，于龙海每天至少要走七
八个村子。

勤勤恳恳，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履
职担当，恪尽职守，这就是对祖国母亲生
日最好的献礼。于龙海说：“不光是我，
整个项目 120 多名建设者都坚守在施工
现场，施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里是中国竞技
滑雪运动的摇篮，是大
众滑雪的发祥地，滑雪
旅游从这里走向全国，
走进千家万户。今天，
它是游客喜爱的度假
胜地，滑雪运动带动着
产业融合、迭代升级，
一个新亚布力的故事
正从这里扬帆起航，续
写新的传奇。

于龙海在
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