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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打通堵点畅通循环

推动因疫情关停的快递网点恢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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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7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稳岗促就业政
策力度，保持就业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听
取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汇报，要求进一
步打通堵点、畅通循环。

企业可与职工协商
弹性工作制稳岗

会议指出，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要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采取更有力举措稳就业。

一要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
复工达产，特别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重点
企业、交通物流企业、抗疫保供企业、关键
基础设施等正常运转，对困难大的要采取

“点对点”帮扶。
二要着力支持市场主体稳岗。将阶段

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由5个
特困行业扩大到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
有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将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最
高提至90%。支持地方对特困行业用电实
行阶段性优惠，继续给予中小微企业宽带
和专线资费优惠，为线上就业创业、居家办
公降成本。企业可与职工协商弹性工作制
稳岗。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就
业。

三要拓展就业岗位。支持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政
策。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百万就业见
习”，对吸纳见习的单位给予补贴。启动一
批农田水利、农村公路等工程，推广以工代
赈，增加农民工就业岗位。

四要做好就业服务和兜底保障。健全
高校毕业生就业网上签约系统，推进体检

结果互认。对延迟离校的毕业生，延长报到
入职、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取消毕业
生到人才服务机构报到手续，可凭学历证
书、劳动合同等直接落户。研究助学贷款延
期还款、减免利息等支持举措。对失业保险
参保不满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
补助；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失业、未参保的困
难人员，给予临时救助。五要压实各地稳就
业责任，作为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创造性落
实，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

加强对货运经营者帮扶
合理支持车贷延期还贷

会议指出，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
脉，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针对近期部
分地区物流受阻，国务院建立了工作机制。
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物流畅通保供，加强部

门协同和跨区联动，畅通国际国内物流。一
要保障交通骨干网络高效运行。督促高速
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应开尽开，疏通机场、
港口集疏运，支持平台、快递等企业增加运
力。二要打通物流微循环。推动因疫情关停
的快递等网点有序恢复运营和快递员返
岗。保障农村公路畅通和农资农产品运输。
三要强化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物流保障。
备足用好应急物资中转站，实行非接触式
接驳，确保民生物资、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
业货物、进出口产品等运输。四要加强对货
运经营者帮扶。5月1日至年底，对符合条件
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尽快推
出1000亿元再贷款支持交通运输、物流仓
储业融资。合理支持车贷延期还贷。五要确
保车辆通行证应发尽发、快申快办、全国互
认。推广对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免费核酸
和抗原检测。 据新华社

记者 马辉

龙拱港开启集装箱时代

4月18日，龙拱港1#自动化轨道吊上
梁仪式在龙拱港A1集装箱堆场举行。

“港口A1-A4四个堆场将配置4台自
动化轨道吊，单台轨道吊载重41吨，轨距
35米，作业效率每小时可达20个集装箱。”
龙拱港负责人蒋凌强向记者介绍，相比传
统的轨道吊，自动化轨道吊上不设置司机
室，采用光纤+5G传输模式，配置3D箱区
扫描、集卡引导识别、箱号识别、高精度定
位等先进系统，由自动化控制中心远程操
控抓箱放箱，可实现1个司机同时操控4台
轨道吊作业，建成之后龙拱港将成为江北
内河第一家实现堆场自动化的港口。

龙拱港率先将“海港理念”引入到内
河港口，对标青岛港、日照港，全力打造集
装箱专业化、高度自动化港口，定位江北
内河最大的智能化集装箱示范港，此举也
是济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

截至4月20日，龙拱港集装箱多式联
运项目6#—8#泊位工程4个堆场已完工，
码头6#、7#泊位主体完成，项目已完成投
资2 . 3亿元，整体施工进度达到80%，计划
今年7月底建成运营。

龙拱港二期10个泊位投入运营后，可
实现年吞吐量集装箱80万标箱，件杂货40
万吨能力，年吞吐货物超2000万吨，将开
启江北内河绿色化、智能化集装箱运输的
新模式，有力推进大宗货物“公转水”“散
改集”，每吨货物运输成本能比公铁运输
降低30%。

终极目标是港产融合

龙拱港集装箱泊位工程，是国家“七
网”项目，入选2021年第二批省重点基础
设施项目名单，并被评选为2022年省重大
项目。

除了港口建设，配套的产业布局也已
经摆在了眼前，结合济宁能源另一家煤炭
企业安居煤矿整体规划，龙拱港区将成为
龙拱港—安居煤矿港产融合片区，园区下
一步将集仓储、物流、加工、贸易于一体。
在“港产融合”的大方向下，港口泊位的现
代化提升、铁路专用线建设成为龙拱港建
设的两大关键所在。

铁路专用线建设方面，则拟从新兖线
龙拱港站接轨，在接轨站新增到发兼交接
线，总长度约为9 . 37KM，预计投资约14亿
元。项目连接新兖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充
分发挥济宁内河航运的独特优势，辐射中
原经济区、淮海经济区和长三角。

依托集装箱多式联运项目，园区将拓
展城市生态新空间，打造港、产、居、游四
位一体的现代化港产融合片区，形成生
态、宜居、互动、共享的港产融合示范区。

推动内河航运提档升级

龙拱港“港产融合”快速发展的背后，
是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港航物流产业强势
崛起的一个着力点。

让我们一起看看现在的“起点”：2021
年，济宁市聚力推动港产深度融合，现代
港航强势崛起。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航
道“三改二”、湖西航道竣工验收，济宁以
南航道全部达到二级以上标准；规划整合
港口岸线，梁山港、济州港投入运营，新开
通武汉、南京等6条集装箱航线，全市港口
吞吐量4600万吨，跃居全省第5位，超越潍
坊、威海、滨州等几个沿海城市大港。

未来怎样去突破呢？2022年，济宁能

源发展集团全力推进梁济运河升级改造、
龙拱港铁路专用线、白马河改造等重点工
程建设；全力打造龙拱港智慧化集装箱示
范园区，整合建设6—8个绿色化、标准化、
现代化港口；打造现代化内河港口群，推
动济宁港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北方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把济
宁建设成山东对内陆和国际开放的桥头
堡，打造“公铁水空海”多式联运全国交通
枢纽城市，成为全市发展济宁现代港航物
流产业的共识。充分发挥济宁内河航运独
特优势，高起点定位、大手笔谋划，以“建
设亿吨大港口、发展亿吨大物流、培育千
亿大产业、畅通国际大通道、形成开放大
格局”为主线，推动内河航运提档升级、全
面振兴。

他们将绘制运河物贸服务产业图谱，
沿“瓦日铁路—京杭运河—长江黄金水
道”和“新兖铁路—京杭运河—长江黄金
水道”两个“工”字形物流大通道，发展“钟
摆式”货物运输。打造大宗货物交易平台，
建设集港口运营、物流运输、金融赋能、贸
易开放于一体的千亿级大宗货物交易中
心，抢占行业制高点，擦亮新时代“运河之
都”新名片。

同时，济宁坚持以港兴产、以产兴城、
港产融合，培育千亿级商贸物流大产业。
立足济宁及周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推动
港口与腹地产业板块高效协同、双向联
动，带动产业聚集、承接产业转移、落地重
大项目，实现“城以港兴、港为城用”，重现
济宁“江北小苏州”的繁荣景象。

在位于济宁境内的龙拱
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济宁
能源发展集团旗下的港航龙
拱港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现代化的设备正在安装，这里
正在加快建设3个自动化集装
箱泊位。截至4月20日，龙拱港
集装箱多式联运项目已完成
投资2 . 3亿元，整体施工进度
达到80%。

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节
点城市，济宁将把“打造现代
港航物流”作为重要突破口之
一，全力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
心和“公铁水空海”多式联运
全国交通枢纽城市。而高起点
布局的龙拱港，则是其中的重
要一环。

如火如荼建设中的龙拱港。

蜕变的龙拱港，瞄准千亿级物流产业
济宁培育北方最大内河航运中心

记者 于悦

4月27日，济南
市统计局发布一
季度全市经济运
行情况。根据市级
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一季度济
南市生产总值为
2642 . 42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4 . 5%。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为
43 . 26亿元，同比增
长4 . 7%；第二产业
增加值为828 . 40亿
元，同比增长1 . 3%；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1770 . 76亿元，同
比增长5 . 9%。

农业生产平
稳向好，稳产保供
成 效 明 显 。一 季
度，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93 . 4亿元，同
比增长5 . 5%，较上
年同期提高2 . 2个
百分点。蔬菜种植
面积、亩产、总产
量实现“三增”，蔬
菜播种面积21 . 8万
亩，增长0 . 1%；亩产
5266 . 1公斤，增长
2 . 7%；总产量115 . 0
万吨，增长2 . 8%。生
猪出栏51 . 1万头，
增长4 . 5%。渔业产
量 3 4 3 0 吨 ，增 长
4 . 3%。

工业生产承
压前行，回升势头
初步显现。从增长
面看，41个大类行业中，24个行业实现增
长，增长面为58 . 5%，较1—2月扩大2 . 4个
百分点，逐步向好复苏。新动能引领增
长，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12 . 4%，高于全市平均13 . 8个百分点，拉
动全市增长2 . 2个百分点。高附加值产品
产量增长较好，高温合金产量增长
43 . 7%，工业机器人、光纤、光缆产量实现
倍增。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投资大幅
增长。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 . 6%，增速较1-2月回落4 . 4个百分点。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8 . 3%，第二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25 . 7%，第三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2 . 1%。分领域看，民间投资增长
14 . 9%，“四新”经济投资增长13 . 4%，房地
产投资增长0 . 6%，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4 . 9%。工业投资增长25 . 6%，高于全市投
资增速2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改投资
同比增长27 . 4%，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
长27 . 8%，均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网上零售增长
较快。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呈现较
快增长态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
饮料类和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4 . 0%，13 . 8%和1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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