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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游客在“窑洞工厂”内参观。
位于宝鸡市的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

是中国现今保留完整的近现代工业建筑
群之一，见证了民族实业抗战救国的历

史。近年来，宝鸡市启动长乐塬片区保
护开发，“窑洞工厂”得到保护性改造，并
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邵瑞 摄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整体保持平稳，各
地 各 部 门 持 续 围 绕 市 场 主 体 需 求 助 企 纾
困。在一系列措施助力下，经济运行向好
因素增多、市场信心增强。近期，国务院派
出督查组，对 12 个省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
就业开展专项督查发现，有的地方仍存在
政策落实不到位不精准、工作简单化“一刀
切”、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这说明，聚焦
保市场主体、稳岗保就业，仍需进一步提高
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为复工达
产营造良好环境。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
餐饮、旅游、外贸、交通等行业市场主体受到
较大冲击。以多措并举的“硬措施”持续优化
发展“软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难题、渡难
关，成为稳住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大盘的关
键。各地出台政策措施，要平衡好有效防疫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快落实中央
确定的政策、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增强市场主
体信心；另一方面注意把握管放衔接的时度

效，打破特殊时期的政策惯性，精准调整防控
政策，切勿以疫情防控为由层层加码，限制市
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活动。符合实际的举措，
才能促进发挥更大的政策效应。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
“高效”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
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另
一方面，要分类实施精准管控，坚决防止“一刀
切”，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主动及时
了解企业所需、困难所在，调整改善不利于恢
复市场信心的政策和措施，增强其针对性、可
操作性。推动防控政策更公开透明，及时做
好信息发布，保障公众知情权。同时，加强监
督，追责问效，积极回应合理诉求。 （李万祥）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紧扣“高效”助力复工达产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侯雪静）国
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表示，实施“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行动是提高脱贫家庭新成长劳
动力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
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将为脱贫家庭实现就业
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为扩大乡村人才供给、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

刘焕鑫是在近日举行的“雨露计划+”就业
促进行动启动仪式上作出的上述表述。

“雨露计划”作为一项为曾经的贫困家庭
量身打造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在脱贫攻坚期
间，累计惠及 800 多万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
力，带动 1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刘焕鑫介绍，这次启动实施的“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行动，将帮扶对象由脱贫家庭

扩展到了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
将支持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伸到了就业帮
扶环节。

刘焕鑫表示，我们要充分发挥“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行动“帮就业”的关键作用，实
现稳定就业一人、巩固脱贫成果一家，坚决防
止因就业困难或就业不稳导致规模性返贫问
题发生。

下一步，国家乡村振兴局将全面摸清底数，
组织引导脱贫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
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健全工作机制，畅
通“校门”到“厂门”的绿色通道；成立“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联盟，增强就业帮扶精准度；着
力提升重点区域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入读
率、就业率；建立完善“雨露计划+”就业促进
行动成效评估和报告机制。

我国启动“雨露计划+”
就业促进行动巩固脱贫成果

据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5 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89
万亿元，同比多增 3920亿元。截至 5月末，我
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209.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人民币贷款余额 203.54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今年前 5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
10.87万亿元。

在存款方面，5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3.04

万亿元，同比多增 4750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 739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1.1万亿
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5592亿元，非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款增加 2568 亿元。5 月末，本外币存
款余额 252.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人民
币存款余额 246.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
今年前 5个月，人民币存款累计增加 13.99万亿
元，同比多增 3.8万亿元。

前5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0.87万亿元

本报讯（安琪）近期，咸阳高新区聚焦市场
主体，主动服务、精准施策、保供稳产，打出助企
纾困“组合拳”。

一心一意推动项目落地。聚焦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痛点难点，定期组织分析研判，找准问题
症结，压紧压实各层级、各环节工作责任，确保
完成年度投资任务，5 月份项目开工率提升
11.5%，投资完成率提升3.4%。针对民营和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召开政银企座谈会、签约大会，
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共同解决融资发展难
题。积极完善政策引导激励机制，加大知识产
权政策支持力度，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确保企业“引进来、
留下来、强起来”。

真心实意解决企业难题。将“深化政府服
务深挖企业潜力”作为纾企解困重点，全力下好
营商环境“先手棋”。5月份组织专人走访项目
80余次、企业 60余次，制定 16条“稳经济保增

长”措施，实施减免房租、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
措施，确保市场主体稳定运行。协助企业进行
线上招聘，保障企业用工需求，解决周边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题。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不
断提升综合业务能力，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以真
情服务赢得企业真心点赞。

全心全意服务市场主体。打造“一件事一
次办”主题套餐，全面启动帮办代办制度，提供
扩产扩能、金融支持等方面“一对一”专属服
务。依托“高新创享·新心 e家”等创业平台，采
纳海峡两岸青年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意见建
议，从医疗、亲属入学、公寓入住等方面出台 9
条优待政策，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协助陕西
科隆、天成航材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设置50万元技改奖励和5万元增长奖金，
开展高新工匠评选活动，鼓励工业技改提升，推
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保障经济“血脉”加速流
动、推进产能加快释放，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助企纾困出实招 稳住经济基本盘
咸阳高新区

导

读拟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西安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详见第二版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澄合矿业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矿山变青山 矿区成景区

澄合矿业公司所属合阳公司俯瞰澄合矿业公司所属合阳公司俯瞰。。该公司被国家自然资源部纳入该公司被国家自然资源部纳入20202020年度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年度全国绿色矿山名录。。

初夏时节，走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澄合矿业公司矿区，蓝天碧水、青草
茵茵，一幅美不胜收的绿色生态画卷在这里
徐徐展开。

渭北复杂地质条件下首套智能化综采工
作面、陕煤集团首套TDS智能矸选与充填系
统，展示着澄合矿业在绿色开采、清洁利用方
面的成功实践；“采煤不见煤、出煤不用煤”、花
园式厂区、园林式环境，诠释着企业“建设安全
高效绿色智能美丽人文新澄合”的理念；快速
掘进系统、110工法、长壁后退式采煤法……新
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昭示着澄合
矿业智领未来、绿色发展的蓬勃力量。

“煤”向“美”的绿色之旅

漫步在澄合董矿分公司，绿树成行、垂柳
婆娑，凉亭花园、喷泉小桥，娇艳的花朵迎风摇
曳，仿佛置身于花园一般。作为澄合矿区最早
建成的一批矿井，董矿分公司已“服役”42年。

“从前，煤矿给我的印象是脏乱差，没想到来
到这里上班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里地面硬化、
环境绿化、道路整洁、矿区无煤尘，完全颠覆了我
对煤矿的认知。”该公司新分来的职工刘振宇说。

该公司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组织人员对矸石山动了一次又一
次“手术”，持续给矿山披绿“美颜”，先后完成排

矸场治理、拦矸坝、截洪坝工程，防、排洪工程，
渗滤液收集系统，堆矸工艺工程，截、排水工
程，绿化及安全防护工程，坝体及边坡稳定检
测系统等工作，治理面积约 32 亩，绿化面积
6.22万平方米。

“现在的矿井由黑转绿，随处可见的是平
整干净的路面、整齐划一的车位、鸟语花香的
环境，矿山变青山、矿区成景区，大家工作更有
干劲了。”这是来自基层职工的心声。

无独有偶，被国家自然资源部纳入 2020
年度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澄合合阳公司，采
煤不见煤、煤从空中走，是其绿色开采、绿色应
用的生动实践。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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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水没土没树没电没路，但足足有
600亩，咋租？免费给你用，一辈子都行！”

“那咋行，这显然不合适？”
“没啥，你能让这地方啥都有，就是对我

们的最大贡献！”
“那好，既然你们如此支持我，我也不

能怂……”
2008年，在榆林市吴堡县岔上镇的一次

对话，影响了谈话双方 14 年。因为这次交
流，刘家里村的丁韩民让川口村光秃秃的红
寨则绿树成阴，有了影响全县乃至榆林的生
猪养殖产业，吴堡县数万百姓的致富有了方
向，乡村振兴有了“领头羊”。

回馈乡亲返乡搞养殖
父亲早逝，丁韩民兄弟姐妹 4 人是靠着

乡亲们救济长大的。“我厌倦了外面生意，还
是回家养猪踏实。”在外打拼获得人生第一
桶金的丁韩民说。

当年，他满吴堡县找地方打算搞养殖，于
是便有了前面那番对话。返乡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花 2万多块钱，为村里 800多人每人买了
2 袋面粉。“能不能致富再说，先让乡亲们能
吃饱！”丁韩民这样想。

打井、栽树、拉电、修路，丁韩民一步一个
脚印，一边到处考察现代化养殖技术，一边
完善周边环境。

养殖用的饲料是当地百姓种的玉米、饲
草，产生的猪粪又送给老百姓……他建立的
全生态自动化养猪体系，既不给地方造成生
态污染，还给村上带来了实惠。

公司创办至今，年养殖生猪规模达 2.2万
头，年创产值 5000 万元以上，不仅吸纳固定
就业人员 41 名，而且消化当地玉米、饲草等
1500吨左右，为农民增收 450万元。

农户入股稳稳致富
2016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镇政府

找到了他。“我心里头算了笔账，带领整个镇
没啥问题！”丁韩民说。

他建议全程托养模式，合作农户向公司
缴纳养殖股金 5000 元，由公司负责饲养场
地、饲养人员、防疫、销售等，每年给贫困户
1000元分红。

实际上，他不打算要老百姓的钱，说让农
户入股，只是为了体现合作，让乡亲分红时

更心安。当然，丁韩民还有更深层次的考
虑。“存入由镇政府和公司共同管理的专户还
能存银行吃利息！”182 户共 91 万元，存了 4
年，光利息就有 16余万元，他全部给了村民。
这 4年，丁韩民累计为贫困户分红 64.6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19年，薛张家山村经济合作社开展生

猪养殖，丁韩民全程协助。如今，该村的生
猪养殖项目运营良好，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20
余万元。

2020年，吴堡县主要领导找到他，希望他
带动全县 25个无产业村致富。丁韩民又出资
1500万元，将政府拨付每个村的 40万元产业
启动资金以联村共建的形式注资 1000 万元
（占股 40%），共计 2500万元成立吴堡县利农
裕民养殖公司。仅此一项，实现 25个村集体
经济破“零”，已连续两年分红 160余万元。

他陆续承包经营县农业农村局建设的自
动化养猪场 12个，与 3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
织签订合作协议；接收县农业农村局新建存
栏 2000只养羊场 1处，并与全县 20个贫困村
签订养殖托管协议……从 2009 年至今每年
开展技术培训，累计培训 2万多人次，发放培
训资料 2万多份，免费提供药品近 4.5万元。

“我不可能干一辈子，得让乡亲们学会自
立自强。”丁韩民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吴堡县利农裕民养殖公司经理丁韩民

百姓致富的“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