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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增长势头 决胜三年行动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新动向解析

新华社记者 王 希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当事人从带着烦恼忧心忡忡而
来 ，到 最 终 获 得 解 决 方 案 、满 意 而
归……在天津市宁河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内，宁河区信访办信访
处理科科长赵启迪时常会透过小小的
服务窗口看到这些情景。

信 访 工 作 是“ 送 上 门 的 群 众 工
作”。2020 年 3 月，天津市宁河区创新
信访工作模式，将原本单一的信访接
待窗口打造为多部门联动接待的开放
窗口，将群众矛盾一站式接收，创立了
天津首家“信访小超市”。如今，在宽
敞整洁的大厅内，20 多个开放式接访
窗口有 10 个部门集中常驻、58 个部门
和街镇随驻。

7月初的一天，家住宁河区芦台街
道光明路乾元楼的丁先生焦急不已地
来到“信访小超市”。“我家房子在老楼
片区，一到雨季，家门口的排水井盖就
会返水，严重影响居民出行，而且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丁先生诉说着心中
烦恼。

赵启迪引导丁先生“按牌索骥”来
到其所在街道和宁河区水务局的接访
窗口。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联合接待研
判，耐心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将丁先生反映的事项及时反馈至负责
科室。很快，街道工作人员与负责疏
通下水道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勘
查，对下水道进行清掏和疏通。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排水井堵塞和返
水问题得以解决。

“群众事无小事。”天津市宁河区
信访办主任王树涛说，宁河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集合了矛盾调
解、法律援助、信访调处等多项功能，
实现了“全科受理、集成联办、进一扇
门、一站化解”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
制，成为群众化解矛盾的“总枢纽”。

入驻“信访小超市”接访窗口两年
的宁河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张国明对此
深有感触。“以前一些来访群众诉求无
法由一个部门解决，需要辗转各部门奔
波问询，一来二去，难免让群众认为各
部门‘踢皮球’，有相互推诿的嫌疑。”

现在，张国明旁就坐着宁河区人
社局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处
理信访案件更加得心应手。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已经
在天津市16个区内全部建立。仅今年
上半年，天津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已累计服务群众超过 3.2 万
人次，办结信访事项近 2.5 万件，办结
率达96.7%。

天津市信访办公室接访一处处长
范长锋说：“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信访
小超市’这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
实、做细、做好，同时也主动上门入户，
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

据新华社天津7月17日电

天津“信访小超市”一站式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 鲲 宋 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到吉林考察、在2015年全国两会
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就粮食安
全、生态保护、制造业发展等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吉林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粮食
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着力抓住生态资
源优势推进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焕
发新活力；依托老工业基地优势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工业制造业转
型升级。吉林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务实奋进，势头昂扬。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调研时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
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10年
间，吉林发挥农业大省优势，不断增强
粮食生产能力，连续 9 年粮食年产量
超过700亿斤，粮食商品率、粮食调出
量多年居全国前列。2021 年全省粮
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800 亿斤，位居全
国第五，相比2012年增加超过20%。

吉林省80%以上的粮食产自黑土
地。近年来，吉林全力推广保护性耕
作，广泛运用新技术涵养土壤肥力。
如今，吉林全省高标准农田面积从
2012 年的不足 500 万亩，增长至 2021
年的超过 4000 万亩。主要农作物基
本实现测土施肥、绿色防控、飞防作业
全覆盖，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91%。

坚持绿色发展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查
干湖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东
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

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
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

10年来，吉林全力推进建设生态
强省，实施秸秆全域禁烧提升空气质
量，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试点，实施“河湖连通”恢复湿地，努力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
更美好。近 5 年，吉林省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从 82%提高到 94%，优良
水体比例从68.8%提高到76.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吉林依托生态优势
发展冰雪经济，冰雪旅游接待人数持
续增长。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台轿车、第
一列地铁的吉林，10年来扎根工业制
造业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推进老
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强调，当今世界制造业竞争
激烈，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如今的吉林，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装备、卫星及应用等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为振兴注入新动能。

汽车是吉林的“名片”，近年来，吉
林着力推进关键技术研发，汽车产业
变得更大、更新、更绿。红旗新能源汽
车基地、比亚迪动力电池项目、玲珑轮
胎长春工厂……2021 年，吉林新能源
汽车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6
倍，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4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吉林立足国家战略、依
托既有优势、瞄准高质量发展，不断开
创吉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在新时
代吉林振兴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
绩。（记者陈俊、褚晓亮、段续、王帆）

据新华社长春7月16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深入龙江大地考察调研、在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
议，强调“老工业基地要抢抓机遇、奋
发有为”“闯出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
地振兴发展新路”。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黑龙江省锚定高质量
发展目标，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
方式调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衔接，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境，在
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守牢“大粮仓”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黑龙江深耕农业，粮食产量从
2012 年的 1152 亿斤增加到 2021 年的
1573.5 亿斤，商品量和调出量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大力推
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如今，黑龙江已
建设“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的高标
准农田9141万亩。“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深入实施，截至2021年底，黑
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9%，
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8%以上，比2012年高6.33个百分点。

围绕市场需求，黑龙江努力打造
各具优势特色的生产区带，在实现质
效同升的同时，也让当地农民尝到了
甜头。截至2021年，黑龙江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888元。

打好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黑龙江转方式
调结构任务艰巨，要着力优化产业结
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
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随着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一
批“老字号”企业加快向“新”而行。过
去 5 年，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科

技投入达到70多亿元，多次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

在昔日“一煤独大”的鸡西、双鸭
山、七台河、鹤岗等煤城，“原字号”煤
炭产业链不断延伸，“新字号”非煤产
业加快培育，多业并举的新格局初步
形成。

当前，黑龙江大力扶持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冰雪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
一批百亿级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脱颖而出。

一系列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为黑龙江推动工业振兴，实现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今年一季度，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近 9
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增幅。

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的明确要求。

省级权力事项由 2889 项压减至
千项以内，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各地
自设许可全部清零……黑龙江近年来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一项项便民
利企的措施显效。

10年间，黑龙江市场主体由 2012
年不足百万户增至目前的 290 多万
户。今年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 12.1 万户，同比增长 26.4%；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3.2%，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增速居全国第12位。

从优化营商环境这一关键点切
入，一系列支持产业转型、释放市场主
体活力、吸引人才就业创业的政策措
施落地生根，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黑龙江的振兴发展新路，正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不断延伸。（记者刘
伟、陈聪、强勇、王建）

据新华社哈尔滨7月17日电

黑龙江：在黑土地上
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吉林：加快推动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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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王嘉男 7月
16日在俄勒冈世界田径锦
标赛男子跳远决赛中，凭
借最后一跳超越全部对
手，以8米36的成绩夺冠，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赢得世
锦赛跳远冠军的亚洲选
手。

他也是中国第一位在
世锦赛上赢得田赛项目冠
军的男子运动员，是继刘
翔、王浩、陈定之后，第四
位在世锦赛上赢得金牌的
中国男选手。

图为王嘉男在比赛中
试跳。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新华社北京 7月 17 日电（李国
利、杨欣）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完成
全部既定任务，于7月17日10时59分
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021 年 9 月 20 日，天舟三号货运
飞船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为
空间站送去约 6 吨补给物资。目前，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状态良好，后续将
在地面控制下择机再入大气层。

天舟三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时至年中，我国中央企业上半年运
行态势如何？改革有何新进展？国务院
国资委 16 日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
讨班传递出新的信息。

■以良好效益支撑宏观
经济大盘稳定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运行“稳”字
当头：实现营业收入19.2万亿元、利润总
额14093.6亿元、净利润10857.5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2%、7.1%、6.1%。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今年以
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
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加大，经济发展极
不寻常。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深入开
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推出稳增长10项
举措，建立健全“旬监测、月报告、季协
调”工作制度，开展综合督导、回应企业
诉求……面对冲击，上半年国资委推出
稳增长一揽子措施。

各中央企业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全
力以赴开拓市场、抢抓机遇、深挖潜力、
降本增效，以自身良好效益有力支撑了
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

当前，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国内

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不稳固。下半年，
中央企业如何乘势而上，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国资委制定了下半年稳增长稳大
盘工作方案，总的要求是坚持全年‘两增
一控三提高’目标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做
实做细央企提质增效工作，确保下半年
运行在合理区间。”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郝鹏在研讨班上说。

■迈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新步伐

企业强则国家强。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

近年来，国资央企加快推进创建世
界一流示范企业工作，开展对标世界一
流管理提升行动，建设面向全球的生产
经营网络，迈出了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
新步伐。

改革的成效正不断显现——来自国
资委的数据显示，2021年进入《财富》世
界500强“榜单”的国有企业从2012年的
65 家增长到 96 家，在船舶、钢铁、能源、
建筑、水运、装备制造等领域一批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脱颖而出。
郝鹏强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企业改
革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总目标，是一项
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牵引性的重大战略
任务。”

未来推进这项工作的具体思路已经
浮出水面：做好战略谋划，分类推进世界
一流企业创建工作；突出问题导向，加快
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等方面的短板弱项；聚焦主业发展实体
经济，推动世界一流创建之路走得更稳
更有力。

■打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收官之战

“截至 5 月底中央企业改革三年行
动举措完成率达 94.7%，主体任务基本
完成。”会议释放的信息令人振奋。

2020年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今年迎来攻坚之年、收官之年。开年以
来，中央企业锁定重点、靶向发力，在多个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
型。符合条件的1.27万户央企子企业实
现了董事会应建尽建，其中 99.3%实现

外部董事占多数。
央企重组整合“好戏连台”。今年年

初，中粮集团、中储粮集团两家央企开展
粮食储备加工领域股权合作；央企医疗、
检验检测等领域资源深度整合；央企“两
非”（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剥离完成率目
前已达99%，比年初上升13个百分点。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央企业劳
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在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破冰破局；混合所有制改革
蹄疾步稳，央企上半年引进各类资金超
过1900亿元。

“下一步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确保
三年行动任务在党的二十大前基本完成、
年底前全面完成。特别要抓住对本企业
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改革举措持续发力，通
过实施改革三年行动推动企业面貌发生
根本性变化。”郝鹏强调，国资央企要对改
革效果进行再评估、再检验、再深化，取
得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改革成效。

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鲜明特
点，就是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对此，
郝鹏表示，要推动改革成果不断固化于
制，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引领，进
一步谋划改革新思路、新举措，在新起点
上把各项改革任务向纵深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近日发布以来，疫情监测、风险人员
的隔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等有
所调整，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针对社会关切，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权威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作出解读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传染病防控
处处长刘清表示，修订防控方案有三方
面考虑：

一是疫情形势的变化。二是病毒变
异的特点。三是前期试点工作结果和疫
情防控实践。同时充分吸收借鉴了各地
防控工作实践和疫情处置经验。

“第九版防控方案是对防控措施的
优化，绝不是放松防控。”刘清表示，关键
是要把该管住的重点管住、该落实的落
实到位、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进一步提高

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为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基于研究结果和
国内多地的防控实践，第九版防控方案
对疫情相关风险人员的隔离管控时限和
方式进行了优化。”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
管理处研究员王丽萍说。

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
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健康监
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
监测”，密接的密接管控措施从“7 天集
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这样的调整，是根据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流行特点对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
不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是精准防控
的体现。”王丽萍说。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高中低风险
区是在有疫情的县（市、区、旗）内划分。

没有疫情发生的县（市、区、旗），全域实
行常态化防控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员
常昭瑞介绍，高风险区是指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的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
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活动地等区
域。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的封控措施。对跨区域外溢的高风
险区人员，采取 7 天的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

中风险区是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停留和活动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
传播风险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中
风险区采取“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的管
控措施。对跨区域溢出的中风险区人
员，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低风险区是指中高风险区所在的县
（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低风险区采取

“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的防范措施。跨
区域外出的低风险区人员离开时应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跨区域
外出的低风险区人员，不需要采取隔离
管控措施，但要求 3 天内完成两次核酸
检测，并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近期，奥密克戎BA.5亚分支正在成
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并在我国引发本
土聚集性疫情。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
席专家董小平表示，与其他奥密克戎亚
分支相比，BA.5的致病力总体没有明显
变化，第九版防控方案仍然适用。

第九版防控方案将对病毒的监测提
到更高的位置，体现分层分级的核酸筛
查方案，加密风险职业人群核酸检测频
次，并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的补
充手段。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权威人士回应最新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社会关切

无疫情县全域实行常态化防控措施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