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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研究”课题组组
长、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教授，
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社会上对《暂行
办法》普遍存在误读，目前很多媒体报道中
提到的内容在征求意见稿中根本找不到出
处，把《暂行办法》解释成限制进口煤和政
府“救市”的观点尤其荒谬。

《暂行办法》并非针对进口煤

有人认为，《暂行办法》对于进口煤的
限制，不符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
煤炭产业政策，还将增加火电成本，并直接
影响到煤炭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地
区的经济发展。

“暂行办法旨在给商品煤质量管理设置
‘标尺’，监管的‘板子’主要打在本土煤炭厂
商身上。”岳福斌指出，进口煤在国内市场的
比重不大，2012 年进口煤占全国煤炭消费
总量的比重不到 8%，这些进口煤也并非全
是劣质煤。因此，政府不可能为限制不到

8%的市场份额而专门出台《暂行办法》。
岳福斌同时表示，《暂行办法》中关于

商品煤质量标准的设定，适用于在国内市
场上流通的所有商品煤。这意味着国外的
煤品要进入中国市场，也必须遵守相关条
款。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口煤只是“躺着中
枪”，《暂行办法》与我国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煤炭产业政策不矛盾。

鼓励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
须在 WTO 规则框架下互惠互利，合理、规
范地利用。岳福斌认为，在利用进口煤的问
题上，我国应按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基
本国策的要求，坚决限制劣质煤进口。这与
WTO规则并不矛盾，而且也有国际惯例。

《暂行办法》与“救市”无关

一些批评者在《暂行办法》征求意见过
程中认为，国家能源局出台这一政策旨在

“救市”：一方面，《暂行办法》将至少限制
20%的煤炭进口；另一方面，国内不少商品

煤将被禁止流通，这将抑制国内煤炭市场
供应的过快增长，缓解当前供大于求的供
需格局，或将扭转煤炭价格持续下滑的态
势，帮助煤炭企业走出困境。

“把暂行办法和政府救市扯在一起，本
身就是对煤炭经济形势缺乏科学研判的表
现。”岳福斌说，无论是从政策制定的初衷
看，还是从煤炭经济面临的问题看，《暂行
办法》不是为了救市，也救不了市。

岳福斌分析说，国家能源局在政策制
定时不可能只考虑煤炭产业利益，忽视能
源安全问题，没有必要为了煤炭企业能摆
脱“苦日子”，就让火电等耗煤企业的日子
不好过。

此外，当前国内煤炭经济形势不景气，
是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内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以及煤炭产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长
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与商品煤质
量并无直接关系。

也有人担心，《暂行办法》可能会对煤
炭市场化改革形成阻滞。对此，岳福斌表

示，目前煤炭市场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推
动资源市场化配置和商品煤价格双轨制并
轨。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依靠买卖
双方视供求状况自主议价，而商品煤质量
管理并不影响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企业盈利不应以环境为代价

有批评者认为，根据《暂行办法》，不少
用煤企业特别是火力发电企业都将面临燃
煤设备的更新，这将导致用煤企业成本增
加；而且由于煤炭质量标准提高，企业购煤
成本随之提升，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

岳福斌说，“如果仅从微观企业成本和
效益的角度计算，提高商品煤质量监管标
准，会对用煤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产生影
响。但是如果把流通和使用劣质煤带来的
环境污染及治理污染的成本纳入计算，提
高商品煤质量标准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据了解，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商品
煤流通质量标准，导致劣质商品煤长途运
输和异地利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
题。一项针对北京雾霾的分析报告显示，
燃煤与机动车尾气排放为最主要的来源，
其中燃煤占 26%。

“劣质煤的流通和使用，会导致严重的
环境污染，需要付出更大的治理代价。用
煤企业不应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自身
的盈利了。”岳福斌说。

有关专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指出——

“限制煤炭进口”系误读
本报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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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 和 田 河 气 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从新疆和田市出发，沿着
沙漠公路行驶 230 多公里，就
看到了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 地 的 玛 扎 塔 格 山 ，被 称 为

“沙漠孤岛”的和田河气田就
坐 落 在 玛 扎 塔 格 山 的 半 山
腰。2004 年 10 月，投资 4 亿
元的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重点扶贫工程——和田河气田
供气工程建成并分批次向和田
市、和田县、洛浦县、墨玉县居
民供应天然气，日处理天然气
能力 40 万立方米。2012 年 5
月 产 能 扩 建 项 目 开 工 ，计 划
2013年 10月建成。

沙漠工作的艰苦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这里每年至少有 7
个月都是大风天，狂风裹挟着
沙土漫天飞舞，和田河气田作
业队党支部书记赵相芩介绍
说，曾经有一位员工被大风卷
走，两天后才在 5 公里外的地
方找到。夏季地面温度高达
73 摄氏度，在这里工作对员工
是 意 志 和 体 力 的 极 大 考 验 。
这里所有的生活物资包括饮
用水都从外面运进。2007 年
一场大雪阻断了道路，10 多
天里物资无法运进，几乎耗尽
了所有给养。这里电视只有
10 个频道，虽然接通了互联
网，但网速很慢。在这里工作
艰苦单调，除了巡检就是扫沙
清沙，否则不出 3 天气田就会
被风沙掩埋⋯⋯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并
没有让和田河气田的员工们退
缩，他们用汗水与大自然拼搏，
用执著和责任诠释企业的使命，
实现自己的梦想。员工们的话
很朴实：“高温、风沙，我们都不
怕。只要供气顺畅，我们心里就
踏实。”

和田河气田产能扩建项目地面建设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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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队员工

邱功兴在巡检设

备 。 该 作 业 队

63 人轮番上岗，

保障了气田安全

平稳运行。

闲 暇 时 间 ，

员工叶磊（右）和

唐建辉带着饲养

的小兔到沙坡上

聊天，排解寂寞。

“母亲节那天，我妈妈收到了‘党员 e 家’通过手机彩
信发送的电子鲜花和节日祝福，她可高兴了！”“七一”前
夕，福建龙岩市委书记黄晓炎在“党员 e 家”网络平台与
龙岩流动党员见面时，在厦门工作的长汀籍流动党员詹
露露高兴地说。

成立短短的 3 个月内，龙岩市“党员 e 家”已设立 8 个
党总支、111个网上支部，入驻党员 3900多人。

2012 年初，龙岩市以永定“土楼 e 支部”为试点，在
福建率先建立了第一个网络党支部，并在网上开展各项
组织活动，取得良好成效，解决了回迁大学生党员管理落
实难、活动参与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今年 2 月底，龙
岩市在全市推广建立“党员 e 家”，为所有流动党员提供
服务，使党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唱响。

“你的转正日期已到，请与支部联系，按相关规定，进
行考察，确定是否转正。”近日在福州工作的永定县籍流
动党员卢天丽在 QQ 上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她高兴地在

“党员 e家”上留言：“谢谢组织，谢谢组织！”
这是“党员 e 家”网络支部进行实体管理的一个例

子。在“党员 e 家”，每位党员都要通过实名注册、组织审
核才能进入相应的支部。缴纳党费、组织关系接转、会议
票决、“三会一课”等都在网上完成，在网络上实现了实体
支部除发展党员外的所有功能，做到“日常管理在线
化”。同时，“党员 e 家”自主开发党务工作流程智能提醒
模块，采用手机短信、站内短信、微信、QQ 留言、电子邮
件等形式，使党务工作流程更加科学化、智能化。

龙岩市按照“流动有序、异地有家、管理有章、指
导有方”的原则推动“党员 e 家”工作，建立了市级

“党员 e 家”总站以及各县（市、区）、市人事人才公共服
务中心 8 个分站。把各县（市、区）大学毕业生流动党员
的组织关系统一转到县（市、区）党员服务中心，成立流
动党员党总支。

依托网络平台开展对流动党员管理，打破了时间、空
间的限制，无论流动党员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手机，就
可以和党组织联系，接受教育、缴纳党费、过党的组织生
活，履行党员义务，真正做到“流而不散”。

为解决流动党员就业难，龙岩非公企业招工难，“党
员 e 家”充分运用求职招聘平台开展就业助推活动，专门
制定引进大中专毕业生人才方案，定期收集非公企业用
工需求，将招聘信息实时推介至流动党员 QQ 中；与异地
商会对接，聘请龙岩籍企业家当他们的创业指导员，指导
扶持流动党员就业创业。

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加强与流动党员的沟通、联
系与管理，加强网络支部的活力。派出干部与联络员前
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片召开流动党员组织生活会，
进一步拉近了流动党员与组织的距离；帮助设立了“基层
法庭法律服务支部”，真诚为大学生党员提供法律咨询、
诉讼指导、司法救助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

“龙岩市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探索建立了‘党
员 e 家’网络管理平台，为流动党员打造了一个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温馨家园，开辟了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
的新途径，具有在更大范围推广的价值。”全国党建研究
会副会长卢先福说。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走，逛广
州新城去！”6 月 28 日，新疆疏附县居民阿
曼古丽和同伴相约下午出去转转。她们并
不是去万里之外的广东省会，而是要去坐
落在本地当日开业的一座城市综合体。这
座“广州新城”集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交易、
休闲度假、宜居社区于一体，总投资达百亿
元，是广州市最大的援疆项目。

作为广州的对口援建城市，疏附县被

广州视为“第 13 个区”。目前，“广州新城”
已有国内外千余家厂商签约进驻，将提供
近万个就业岗位，此次开业的一期项目包
括小商品城、五金建材家居城、机电机械汽
配城、国际商业街、广货中心等。喀什将以
这个项目为重要载体，打造商贸旅游中心
城市和国际物流集散地。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像“广
州新城”这样牵动力强、百姓受益的项目遍

布天山南北，有力助推了新疆跨越式发
展。据统计，19 个援疆省市已组织实施了
2378个援疆项目。仔细分析支撑这些数字
的援疆项目的特点，不难发现，新一轮对口
援疆呈现“输血”和“造血”并重、产业发展
与民生建设同行的特点。

阿克陶县布伦口乡村民阿不来提·吾
买尔以前过着游牧生活，那时他最怕生病，
因为去最近的医院要翻山越岭，至少要四

五个小时。2011 年 10 月，他和另外 450 户
牧民搬入江西新村。阿不来提·吾买尔告
诉记者，“我们村有幼儿园、医院、超市，水、
电、宽带全都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在
新一轮对口援疆中，19 个援疆省市把工作
重点放在民生。全部援疆资金中，75%以
上投向这一领域。

对口援疆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通
过产业援疆，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筋骨更加强
劲。3 年来，新疆紧紧抓住国家推进产业转
移的政策机遇，吸引、支持央企和 19个对口
援疆省市企业来新疆投资。中央企业完成自
治区地方项目投资1782.6亿元；自治区地方
引进援疆省市经济合作项目2662个。去年，
新疆非石油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半数，其中产
业援疆项目的支撑带动作用功不可没。

探索网上党建新模式

福建龙岩创建“党员 e 家”
本报记者 殷陆君 通讯员 高营光

6 月 24 日晚 7 点多，温州鹿城区仰义街道纪工委书
记卞晓明走进前京村村民朱国猛家时，看到他 80 多岁的
老母亲腿脚不便无法行走，马上帮忙联系一辆轮椅车给
她代步。而此时，在该区杨府山塗村，滨江街道新居民服
务管理所所长杜晞正在低保户胡华东家作回访⋯⋯今年
以来，温州市各地干部通过这种“住夜访谈”，主动察民
情、听民声、解民忧，践行“全天候”为民服务。

街道干部李利法说，群众想什么、盼什么，需要干部
做什么，通过夜访，就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药方治
一个病”。

自今年开展“住夜访谈”活动以来，鹿城区 8 个街镇
985 名街镇干部，共走访 23120 户，面谈群众 51304 人
次，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纠纷
2424件。

永嘉县今年提出在全县开展以群众在干部心中的分
量来提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提
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的“两提两争”主题实践，通过驻村联社
结穷亲、值班住夜沉一线、走访会诊解民情等多种形式，把
活动搞得如火如荼。该县东城街道建立了联系群众制度，
班子成员带头联系 1至 2个难点社区(村)、重点企业，每位
干部联系不少于20户群众，重点是困难户，定期下村入企
服务，“用脚步丈量民情”。

在海岛洞头县，今年初开始的“夜访民情、夜谈政策、
夜话发展、夜送温暖、夜促和谐、夜巡平安”六大主题活
动，通过“民情夜班”、“民情日记”、“民情讲坛”、“民情交
办”、“民情会诊”五大创新载体来体现办实事，暖民心。
3 个多月来，元觉街道干部先后走访群众 700 余人次，受
理各类问题 60 余件，居民所反映问题回复率 100%，80%
以上问题得到解决。沙岗村村民陈老伯说：“以前群众

‘上访’，现在干部‘下访’，这一字之差，把我们的心拉到
一起了。”

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实干上，服务群众要实实在
在解决问题。夜访归来，干部们感受深切。镇干部吴晓
贵说：“到群众家里拉家常，才能听到知心话。通过帮他
们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才能一点一滴积累感情，真正走进
他们的心里、赢得民心。”

践行“全天候”为民服务
——记浙江温州“住夜访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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