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5.5

A6 责编：郝宗耀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时事

遗失青岛华信拍卖有限公司编号
为：3702331100002006拍卖经营批准证
书副本，声明作废。

遗 失 青 岛 华 信 嘉 德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05971100002020 拍 卖 经 营 批 准 证 书 副 本 ，声
明作废。

遗失丹麦拓美世公司青岛代表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200730635761G）AndersenTom 的首席代表
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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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鑫月湾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人社监罚催字[2021]
第 251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我局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邮编：
266400；联 系 人：李文卿 张晓；电话：0532-58953808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5日

公告
青岛嘉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人社监罚催字[2022]
第 053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我局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邮编：
266400；联 系 人：李文卿 张晓 ；电话：0532-58953808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5日

公告
青岛润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人社监罚催字[2021]
第 273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我局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邮编：
266400；联 系 人：李文卿 张晓 ；电话：0532-58953808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5日

公告
青岛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人社监罚催字[2021]
第 272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我局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邮编：
266400；联 系 人：李文卿 张晓；电话：0532-58953808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5日

公告

青岛盛世海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人社监罚催字[2021]
第 271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我局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188 号；邮编：
266400；联 系 人：李文卿 张晓；电话：0532-58953808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5日

公告

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脉，也是民生保障

的重要支撑。

今年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实现

平稳开局，但受国内疫情叠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

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不少堵点、难点。

多重挑战下，如何推进物流保通保畅？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如何？如何帮助企业和运输经

营者渡过难关？近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总规

划师徐成光就社会关注热点接受记者采访。

稳增长、保畅通、稳市场主体

问：今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如
何？主要存在哪些挑战？

答：今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实现

平稳开局，全社会货运量同比增长1.5%；全国港口

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6%，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增

长2.4%，加快2.3个百分点，特别是外贸航线增长

较快，同比增长5.0%；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8%，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近6个百分点。

3月份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

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

性、不确定性上升，对交通运输带来较大影响，行

业部分指标出现波动，客运低位运行，货物跨区域

运输不畅。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把稳增长、保畅通、稳

市场主体放在更突出位置：

一是积极扩大交通有效投资。适度超前开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总抓

手，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重点，着力完善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统筹推进102项国家重大工

程涉及交通项目。

二是强化物流保通保畅。聚焦物流堵点卡点

问题，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和民生

保障，保障物流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三是促进企业纾困解难。积极指导和帮助

交通运输企业应享尽享、用好用足国家扶持政

策，加快建设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全力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各项工作

问：近期，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备受关注，目前
进展如何？还将推出哪些重要举措？

答：4月18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

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足量发放使用全

国统一通行证、建立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

等十项重要举措。目前各地层层加码、“一刀切”

劝返等问题明显减少，全国高速公路流量稳步上

升，主要运力运量指标稳步向好，重点枢纽运行状

况逐步改善。

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日常调度监测，一些地

方还存在保通保畅关键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情

况，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违规设置的防疫检查

点还没有做到“应撤尽撤”，车辆通行证和核酸

检测证明在部分地区还做不到互认，对货车司

机强制赋黄码、“一刀切”劝返以及重点涉疫地

区城市末端微循环特别是“最后一百米”不畅等

问题依然存在。

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完善措施，全力做好物流

保通保畅各项工作。

一是保政策落到位。持续深入落实国务院保

交通物流畅通十项重要举措，把每项任务都细化

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确保

车辆通行证应发尽发、快申快办、全国互认。

二是保大动脉畅通。坚决防止高速公路收费

站、服务区关闭关停问题反弹，坚决避免未经审批

将防疫检查点向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转移。

三是保微循环顺畅。备足用好应急物资中转

站，推动因疫情关停的邮政快递分拨中心和网点

有序恢复运营，推动快递员有序返岗，支持在社区

设立无接触投递设施。

四是保重点区域运行。按照“打通长三角、改

善珠三角、巩固京津冀”的阶段目标，提升重要枢

纽集疏运能力，精准对接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

点物资保供保运需求。

五是保基本民生需求。重点保障粮食、能源

等民生物资运输，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不断提高物资配送效率。

同时，落实好中央对货运经营者的帮扶政策，

帮助困难企业走出经营困境。

加大交通运输企业纾困解难力度

问：受疫情影响，交通运输企业经营普遍困
难，中央一系列纾困解难措施效果如何？还将出
台哪些政策举措？

答：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

概括起来主要是“三减两补一支持一精准”。

“三减”是指减免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等

税费，减免房租，减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保

费用，这将直接有利于减少企业支出；

“两补”是指继续给予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

贴、给予并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

贴，为企业提供补助资金支持；

“一支持”是指给予金融保险政策支持，设立

1000亿元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开辟信贷审批“绿

色通道”，给予贷款展期和续贷安排，开发针对性

保险产品，缓解运输企业和货车司机资金紧张，避

免资金链断裂；

“一精准”是指实施精准疫情防控举措，减

少通行限制，优化企业和货车司机经营的外部

环境。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还将从四个方面进一步

帮扶相关企业纾困解难。

一是抓好纾困政策落地。督促各级交通运输

部门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纾困政策，全力落实公

共交通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实施交通运输业留

抵退税等政策。

二是推动帮扶举措见效。指导企业用好用

足、应享尽享国家财税支持政策，持续加强行业运

行和企业经营状况监测。

三是助力运输企业转型。积极发展定制客

运、运游融合等业务，引导道路客运企业主动转型

升级。

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统一开放

的交通运输市场，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

理，助力市场主体闯过难关、更有奔头。

构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问：一季度交通运输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成效
如何？如何进一步发力？

答：一季度，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360

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较去年四季度加快1个

百分点。

按照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目标，交通运

输部将从六个方面继续推进。

一是加快建设“6廊7轴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主骨架，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

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着力推进“十四

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11个重大工

程“项目包”落地实施。

二是加快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建设和早

期建成拥堵路段扩容改造，推动普通国省道低等

级路段提质升级，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和集疏运体

系建设，推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稳步推进建设

“四好农村路”，不断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

三是推动建设川藏铁路及公路配套工程、

出疆入藏大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

工程、洋山港区小洋山北侧集装箱码头、宁波舟

山国家大宗商品储运基地港航设施等战略性重

大工程项目，研究论证湘桂赣粤运河连通工程

等项目。

四是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加快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绿色基建。

五是推动形成高质量的项目库、政策包，

协调抓好用地用海和资金等要素资源保障，

推动具备条件的规划内项目能开尽开，尽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

六是研究支撑交通强国建设的新型财税

金融制度，更好集中保障国家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的资金需求。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全力稳增长保畅通稳市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访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徐成光

权威访谈

新华社莫斯科5月4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网

站4日发表声明，宣布永久禁止包括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外务大臣林芳正等

政府官员在内的63名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

声明说，日本政府发起反俄运动，允许对俄

罗斯发表不可接受的言论，对俄进行诽谤和直接

威胁，而日本公众人物、专家和媒体对此表示赞

同。日本政府这一路线旨在破坏俄日睦邻关系，

损害俄经济与国际声誉。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

日本政府对俄公民实施的个人制裁，俄方决定永

久禁止部分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

俄外交部声明中公布的名单还包括日本财

务大臣铃木俊一、防卫大臣岸信夫等官员，以及

《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多家媒体机构人

员和专家学者。

俄罗斯宣布永久禁止
日本首相等63人入境

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4日电 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4日说，欧委会当天提交了第六轮

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提案，其中包括今年年底前全

面禁止进口俄石油。

欧洲议会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体

会议。冯德莱恩在会上说，欧盟成员国领导人3

月会晤时，同意逐步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上一

轮制裁方案涉及俄煤炭，新一轮制裁将解决欧盟

对俄石油的依赖问题。

据德新社报道，欧盟成员国就制裁对自身影

响争论数周后，欧盟计划逐步取消从俄进口石

油。此前，德国反对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俄石油出

口，但在获得能源供给替代保障后已转变立场。

报道说，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

罗伯特·哈贝克日前宣布，德国已将俄罗斯石油

进口所占比重在8个星期内从35%降至12%。

报道援引智库机构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

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

每天仍消费大约4.5亿美元的俄进口石油。

冯德莱恩说，欧委会提议禁止进口俄石油，

是对俄石油的全面进口禁令，“无论是通过海运

还是管道运输，无论是原油还是精炼石油”。欧

盟将在六个月内逐步淘汰俄原油，并在今年年底

前逐步淘汰俄成品油。

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提案还包括将俄最大

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其他两家大银行排

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

外、禁止三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以任何

形式在欧盟落地和传播。

按照欧盟规则，欧委会的提案需得到27个

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冯德莱恩承认，由于

一些成员国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提案获得

通过并不容易。

欧委会提议年底前
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

中国科考队完成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架设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4日电 4日中午，13名珠峰科考队员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

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次珠峰登顶，科考队员完成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的

架设。当日凌晨3时，以德庆欧珠为组长的珠峰科考登顶工作

小组，携带科研仪器发起冲顶，第一项使命就是架设气象站。为

此，他们在数月前反复练习，熟练操作流程。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标说：“我国建设珠峰梯

度气象观测体系，对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的监测意义重大。”

4日，科考队员还首次在“地球之巅”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

峰顶冰雪厚度。

在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总指挥会议室帐篷里，中科院院

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现场宣布：“‘巅峰使命’珠峰

科考登顶观测采样成功！”现场，大家热烈鼓掌，握手庆祝。

5月4日，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正在采集冰雪样品。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4日

宣布，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

再贷款额度，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

煤炭储备能力。至此，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总额度达到3000亿元。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世界局势复

杂演变，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对我国能

源安全和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

战。此次增加1000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专门用

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有利

于充分发挥我国富煤的资源禀赋特点，保障能源

稳定供应，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支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

记者了解到，本次增加的专项再贷款额度具

体支持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领域，以及煤电企业

电煤保供领域。支持项目包括现代化煤矿建设、

绿色高效技术应用、智能化矿山建设、煤矿安全

改造、煤炭洗选、煤炭储备能力建设等。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应优先

支持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的项目贷款。对于煤

电企业电煤保供领域，金融机构发放的煤电企业

购买煤炭的流动资金贷款可按要求申请专项再

贷款支持。

据介绍，该专项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

直达机制，按月发放。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

风险向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发放优惠贷

款，贷款利率与发放时最近一次公布的同期限

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可根据企业

信用状况下浮贷款利率。对于符合条件的贷

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专项再贷款

资金支持。

央行增专项再贷款额度
支持煤炭开发增强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