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省应急管理厅印发《非煤矿山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三
个一律”要求，强化隐患就是事故的意识，对各类
非煤矿山企业的所有工艺环节、所有设备设施、所
有工作岗位的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彻底
整治消除各类问题隐患，实现存量隐患整改到位，
增量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自方案下发之日起，
2022 年 12 月底结束。排查整治范围是，全省范
围内所有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选矿厂。

行动方案明确了重点排查内容。
共性排查重点，包括“五查五看”，即查证照

手续，看合法合规情况；查机构制度，看安全管理
情况；查资质资格，看外包工程情况；查台账清单，
看机制运行情况；查应急预案，看救援保障情况。

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查重点分为三类。
生产矿山，查提升运输系统，看坠罐跑车事

故隐患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查顶帮和采空区管
理，看冒顶坍塌事故隐患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查
防灭火和消防系统，看火灾事故隐患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查防排水系统，看透水事故隐患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查通风系统，看中毒窒息事故隐
患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查边坡管理，看垮塌事故
隐患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在建矿山，重点排查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未

批先建或建设期超出批准期限的情况；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是否合理编制基建工程进度计
划，是否明确优先贯通安全出口和尽快形成主
要供电、通风、排水系统的要求等10种情况。

停产停建矿山，重点排查是否建立健全包
保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具体人员
等5种情况。

尾矿库重点排查排洪系统、坝坡管理、监测
监控设施、生产运行管理等情况。

选矿厂重点排查选矿厂建设、生产运行、安
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专项行动分为企业自查、市县检查、省级督查。
企业自查。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安排部

署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对照排查清单，对所有
规章制度、工艺流程、设备设施、工作岗位，全方
位、全覆盖、深入细致地开展自查，对自查出的
问题隐患要全部建立台账，立即实施整改，一时
无法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做到整改措施、责
任、资金、时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隐患整改
完成后及时销号，企业将自查和整改情况每周
报负责直接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企业自查活

动要贯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始终。
市县检查。各市县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行

动方案，对直接监管的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各
市要对辖区内县（市、区）大排查大整治部署推
进情况进行督导抽查。各市县要对企业上报的
隐患排查清单、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进行对照
检查、核实情况。各级检查要详细记录检查时
间、被检查单位、检查人员、发现的隐患问题、提
出的整改要求以及被检查单位的整改落实情
况，并由被检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检查
人员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要依法提出处理意
见，跟踪落实整改，对拒不整改隐患或存在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严厉处罚。

省级督查。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监局
河北局组成联合督查组，督导各地大排查大整
治开展情况，并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插
基层、直奔现场的方式，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
开展实地检查，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突
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并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实施行政处罚；对弄虚作
假、欺上瞒下、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的地区和部

门，将约谈地方政府有关负责人或相关部门负
责人，并向有关执法执纪机关通报。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当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的复
杂性和严峻性，高度重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大
排查工作。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
亲自研究部署、组织推动，层层传导压力，压实
排查整治责任，推动工作落实。

严格排查整治责任。各企业对本单位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负主体责任。省属企业和中央驻
冀企业的上级企业要向下属矿山派驻工作组，
既督导检查自查自改，又协调解决突出问题，推
动自查自改真正落实落地。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对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负监管责任，要督促企业
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改，对风险隐患易发多发
的关键部位、关键设施设备和关键环节进行持
续排查，确保风险管控到位、隐患治理到位。

严格执法检查。切实强化执法手段，始终保
持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各级执法力量要全部
下沉一线，通过暗查暗访、突击检查、随机抽查
等方式，加大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

打击力度，对生产矿山，凡存在生产系统不完
善，地压、火灾、透水等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不彻
底，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一律停产
整顿，在规定时限内整改不到位的坚决关停；对
在建矿山，凡存在建设手续不完备、违法分包转
包、挂靠资质、不按设计组织施工、边施工边生
产甚至只生产不建设、超出设计范围施工等行
为的，一律停止建设，限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撤
销建设手续；对停产停建矿山，凡存在人员违规
入井、擅自组织生产建设等行为的，一律列入关
闭范围，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工作不得力的，严格落实通报、约谈、曝光、
警示、下达整改令、纳入“黑名单”等措施。要加大

“行刑衔接”力度，对企业存在强令他人违章冒险
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
冒险组织作业；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
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等犯罪情形的，
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贾晓君）

9月19日，省应急管理厅印发《煤矿行业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要求，对煤矿各系统各环节进行一次彻底排查，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
患动态清零，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排查整治范围是，全省所有煤矿，包括正常
生产煤矿、正在建设煤矿、停产停建煤矿等。煤
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自方案下发之日起，到
2022年年底结束，企业自查、属地检查和督导抽
查同步进行。

行动方案明确了正常生产煤矿、在建煤矿、
停产停建煤矿三类煤矿的重点排查内容。

正常生产煤矿存在下列情况的，一律停产整
顿，在规定期限内整改达不到要求的坚决关停。

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具体包括 12 种情况：
证照不齐全组织生产的。未经验收合格组织生
产的。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

煤矿开拓、准备、回采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
最短时间的，矿井同一个采（盘）区同时作业的
采煤、煤、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个数超过《煤矿
安全规程》规定的；瓦斯抽采不达标组织生产
的；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超过国家有关
限员规定 20%的。未建立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
术管理体系，技术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的。未按
规定设置采掘技术管理、“一通三防”、地质勘
探、防治水、防治冲击地压等安全技术管理机
构，配齐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未建立健全主要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各职能部门、各工种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由企
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或审定，以及不符合法
律法规和本单位、本岗位工作实际的等。

生产系统不完善的，具体包括采掘系统存
在问题的、通风系统存在问题的、机电运输系统
存在问题的、安全监控系统存在问题的等。

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不彻底，超前防范措施
落实不到位的，具体包括“未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开展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或探测工作并提出
报告，经矿总工程师组织审定的”等13种情况。

在建煤矿存在下列情况的，一律停止建设，
限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撤销建设手续。

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具体包括手续不齐全
组织建设的；施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未停止施
工，并及时变更设计和报批的；存在赶工期、追
进度、不按顺序施工等问题的12种情况。

技术管理不到位的，未参照生产煤矿进行
管理，按规定在不同建设阶段完善各生产系统、
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不彻底，超前防范措施落实
不到位的。

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包括不按批
准的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超出
设计范围施工，边施工边生产甚至只生产不建
设，违法违规转包分包、以包代管等问题的；存
在未按设计批复规定期限进行施工，超过批准
期限未按规定办理延期手续的；存在未经验收
组织生产、在改扩建区域组织生产等问题的。

停产停建煤矿存在下列情况的，一律列入
关闭范围。

停产停建整改煤矿，存在未经验收批准擅
自复工复产、拒不执行监管监察指令继续生产
建设、停而不整、明停暗开、借整改之名违规生
产建设的；未按批准的停产整顿方案严格落实
的；超过批准入井人数的。

长期停产停建煤矿，未采取停止或限制供
电、停止供应火工品等强制性措施的；未按要求
拆除设备设施并封闭井口的；存在未经批准擅
自恢复维修、生产、建设的；人员违规入井的。

未落实驻矿监管制度和巡查制度的。
行动方案要求，省级煤矿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由矿山安全生产综合督查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督导
抽查工作由各综合督查组组织实施。各地煤矿安全
监管部门要成立本行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领导小
组，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成立工作专班、组织推
动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压实排查整治责任。

严格排查整治责任。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对本行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负监管责任，各企业
对本单位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负主体责任。各地各
有关部门各企业要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扎实做
好排查整治工作，并每两天认真填写企业自查、
属地检查和督导抽查情况，要详细报告发现问题
及问题整改情况。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不力，行动期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或连
续发生一般事故的地区、部门和企业，依规依纪
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严格执法检查。切实强化执法手段，始终保
持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通过“四不两直”、暗查
暗访、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提高检查效
果和发现问题能力，加大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
建设行为的打击力度，要严格落实本方案确定
的“三个一律”措施。对不按要求组织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属地检查、督导抽查发现存在重大隐
患未按规定报告，重大隐患长期得不到整治、非
法生产经营建设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工作实效。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
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
施，认真落实行动要求，扎实开展排查整治。省
督市、市督县，一级督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齐
抓共管、群策群力，确保存量隐患全部整改，增
量隐患动态清零，有效防范煤矿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王永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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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十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发展有哪些重
要变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赋能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东数西算”
工程启动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国家发
展改革委26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作出
回应。

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融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司
长郑剑说，十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
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实践探索中逐步
形成符合国情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
经验。

“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
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现代综合立体
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体系加快构建，
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有力
支撑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郑剑说，我国
基础设施工程建筑和技术创新水平不断

进步，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融合，基
础设施领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
系加快建立。

据介绍，到2021年底，我国综合交通
网总里程突破 600 万公里，220 千伏及以
上输电线路84.3万公里，光缆线路总长度
达到 5481 万公里，分别相当于 10 年前的
1.3 倍、1.7 倍和 3.7 倍，水库总库容达到
9035亿立方米，高铁、高速公路、电网、4G
网络规模等长期稳居世界第一。

此外，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不断完善，布局更加合理，高标准高品质
基础设施比例不断提高。高速铁路对百
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高速公
路 对 20 万 以 上 人 口 城 市 覆 盖 率 超 过
98%，民用运输机场覆盖 92%左右的地级
市，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通硬化路、通
宽带、直接通邮，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
到84%左右，4G、5G用户普及率达到87%
左右。

新型基础设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
司副司长张志华说，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已取得初步成效，新型基础设施深度植
入和赋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据介绍，过去十年，我国移动通信从
“4G并跑”到“5G引领”，实现“县县通5G、
村村通宽带”；已初步建成卫星遥感、卫星
通信广播、北斗导航定位三大系统构成的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布局建设的
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32个已建
成运行，部分设施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遥感卫
星等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张志华说。

“东数西算”工程初见成效

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启
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张志华说，半年
多来，“东数西算”工程初见成效。目前，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方案均进入深
化实施阶段，起步区新开工数据中心项目
达到60余个，新建数据中心规模超过110
万标准机架，项目总投资超过4000亿元，
算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西部地区数据中
心占比稳步提高，全国算力结构逐步优化。

他表示，下一步，将立体化推动“东数
西算”工程，强化重大工程项目与配套政
策的协同、多种政策工具间的协同、国家
算力枢纽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的
协同、数据中心建设与算力产业发展的协
同，以国家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为引
领，推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打造
计算产业生态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安 蓓

据新华社武汉9月27日电（记者黎昌
政、胡喆）9月27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鲲
龙”AG600M飞机以全新消防涂装在湖北
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完成12吨投汲水试验。

上 午 10 时 许 ，满 载 12 吨 水 的
AG600M飞机从漳河机场跑道陆上起飞，
在投水区域前完成投水后平稳降落在漳
河水库，在水面高速滑行 15秒完成 12吨
汲水，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完成一系列
既定试飞科目后，在投水区域再次投水
后降落漳河水库。

AG600飞机是为满足我国应急救援
体系和国家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需要
研制的重大航空装备，是我国首次按照
民用适航标准研制的大型特种飞机。
AG600M 是 AG600 的优化机型，最大起
飞重量 60 吨，最大载水量 12 吨，最小平
飞速度 220千米每小时，航程 4500千米，
具备优越的低空、低速、短距起降性能。

““鲲龙鲲龙””完成完成1212吨投汲水试验吨投汲水试验

前8个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新华社日内瓦9月26日电 9月
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巴基斯
坦代表近70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指
出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
国内政。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
双重标准，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
中国内政。各方应恪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遵循普遍性、公正性、
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尊重各

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的权利，同等重视各类人权，特别是
对经社文权利和发展权给予足够重
视。人类社会正面临包括新冠肺炎
疫情在内的多重挑战，国际社会应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协作，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

20 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
式支持中国。近百个国家以不同方
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
支持。

巴基斯坦代表近70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专特稿（杨舒怡）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6日签署
总统令，给予包括美国前防务承包
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内的70多
名外国人俄罗斯国籍。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告诉媒体记者，斯诺登 2020
年申请加入俄罗斯籍，如今俄政府
批准其入籍申请。

斯诺登 1983 年在美国北卡罗
来纳州出生。他 2013 年曝光“棱
镜”等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秘密监
听项目，国际舆论大为震惊。

斯诺登遭美国政府以间谍罪、

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
信息等罪名通缉，从2013年起在俄
罗斯政治避难，2020年获得俄永久
居留资格。

斯诺登的律师阿纳托利·库
切列纳 26 日告诉俄新社，斯诺登
夫人琳赛·米尔斯也将申请俄罗
斯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
斯 26 日说，斯诺登仍保留美国国
籍，“据我所知，他的（美国）公民身
份没有变化”。

美国白宫拒绝直接评论斯诺登
获得俄罗斯国籍一事。

斯诺登获俄罗斯国籍

▶“鲲龙”AG600M在水上滑行汲水。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
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
据，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4%，延
续较快增长态势；企业利润同比下
降2.1%。

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工业
企业利润上下游结构明显改善，装
备制造业利润降幅连续 4 个月收
窄，电力行业利润持续回升。从 8
月份看，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 27 个行业利润增速较上月加快
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占比超六

成，其中多数为中下游行业。
“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恢

复态势。但也要看到，工业企业利
润仍在下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仍
然较高，加之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较多，工业企业利润恢复的
基础不牢。”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
统计师朱虹说，下阶段，要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
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
效能释放，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加大
助企纾困力度，推动工业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