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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7月 7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河南明确将阶
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长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缓解企业经
营压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通知明确，自 2020年 7月 1
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延续阶段性降低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用电成本政策。电网
企业在计收上述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时，统一延续
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

为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河南省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现执
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的电力用户，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政策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参与市场化交易用户用电价格按照
原用户用电价格的 95%结算。增量配电网供电范围内的电力用户按
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降价要求执行。

缓解经营压力 助力复工复产

企业用电优惠政策延至年底

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进程的加快推进，电梯广

泛应用于社会和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电梯使用安全关

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为

全面反映郑州市电梯运行状况，促进电梯安全相关方

落实主体责任，增强群众电梯使用安全意识，为电梯

安全监管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现将 2019年 7月—

2020年6月全市电梯运行状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电梯基本状况
2019年 7月—2020年 6月，全市电梯数量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全市电

梯总量达 111620 台，占全省电梯总量的三分之一

强，比2018年底新增18649台。

金水区、郑东新区、新郑市电梯数量位列全市前

三，合计占 37.27%；新郑市、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新

安装电梯数量位列全市前三，合计占33.59%。

截至 2020年 6月底，纳入市电梯应急处置平台

的电梯总数为 87481台，占应纳入电梯应急处置平

台电梯总数的 96.69%（注：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无人值守的货梯等按规定不列入应急处置范畴），基

本实现全市电梯应急救援全覆盖。

二、电梯运行状况
2019 年 7月—2020 年 6月未发生统计范围电

梯安全责任事故，全市电梯安全状况持续保持平衡

态势，电梯月均困人率为2%。

2019年 7月—2020年 6月，郑州市电梯应急处

置中心共处置电梯热线 11757起，同比去年上半年

增长 24%，主要原因在于全市电梯总量的快速增

长。其中，电梯困人事件 11689起，电梯故障 68起，

共解救被困电梯人员21838人。

2019年 7月—2020年 6月，电梯应急热线接听

率和救援成功率均达 100%，日均处置电梯困人事

件25起，同比上年度日均处置量37起减少12起，单

日最高处置量为107起。维保单位救援到达现场平

均用时 12分钟，比国家规定的 30分钟缩短近 60%；

现场实施救援平均用时3.2分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

属于领先水平。

三、应急处置数据分析
按使用单位性质分析。2019年 7月—2020年 6

月，电梯困人高发地点集中在人员密集区域，其中，发

生电梯困人事件最多的是住宅小区，共8032起；办公

楼宇发生1900起，商场超市发生605起，医院发生564

起，该四类场所发生的电梯困人事件占总量的94.97%。

按行政区域分析。2019年 7月—2020年 6月，

电梯困人故障量较高的行政区域有金水区、管城区、

中原区，占电梯困人故障总量的 44.85%，与该三个

区域电梯总量多、老旧电梯多有关。

按使用年限分析。使用年限10—15年以上的老

旧电梯困人率最高，为13.38%，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电

梯逐年老化，门系统、控制系统故障逐渐增多。使用年

限5年以内的乘客电梯困人故障率最低，为7.94%。

按使用单位分析。2019年 7月—2020年 6月，

电梯困人故障率较高的使用单位是郑州世纪银宫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家

属院、郑州园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迪商务）等，以

上单位电梯困人故障率均在300%以上。

按维保单位分析。2019年7月—2020年6月，河

南鑫联电梯有限公司所维保的电梯困人较多，集中出

现在其所维保的天明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向西北390米

路西（凯瑞大厦），电梯困人故障率均在30%以上。

按故障原因分析。2019年 7月—2020年 6月，

人为原因、外部原因、门系统故障和曳引系统故障是

导致电梯困人的四大主要原因，占全年电梯困人故

障总量的 81.53%。其中，生活垃圾和装修垃圾卡

门、超载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电梯困人事件 2432起，

占困人事件总量的20.81%；停电、进水、高温等外部

因素造成的电梯困人事件3463起，占困人事件总量

的 29.62%；轿门锁失效、厅门锁失效等门系统故障

导致的电梯困人事件 677起，占困人总量的 5.97%；

电器元器件失效、平层感应器失效、控制主板失效等

控制系统故障导致的电梯困人事件 725起，占困人

事件总量的6.2%。

四、电梯困人典型案例及提示
典型案例一：电梯门不可挡，规范乘梯更安全。
2月 21日，96333接到一起报警，一女士称电梯

停在一楼不运行，且电梯门打不开，电梯内按键无法

使用。通过被困女士提供的电梯编号，迅速确定了

被困人的具体位置并通知救援。后经调查，故障原

因是被困女士长时间阻挡电梯门，导致控制系统自

动停梯保护。

96333提示：阻挡电梯门关闭是危险的行为，电

梯门感应系统有感应盲区，一旦处于感应盲区，若此

时正在用手或者脚阻挡电梯门关闭，后果不堪设

想。人为阻挡电梯门关闭既有危险，又会对电梯造

成损害，大家要遵守电梯乘梯安全须知，规范乘梯，

安全出行。

典型案例二：载货电梯严禁载人
1月 1日上午，96333接到一起电梯困人报告，

救援人员 5分钟后到达现场，但是由于电梯门被暴

力关闭，经过救援人员半小时左右的努力，被困人被

安全救出。后经查看电梯监控查找原因，该电梯是

载货电梯，在装满货物后，被困人强行挤进货梯一

侧，由于货物较轻导致电梯处于失衡状态，运行过程

中电梯安全保护装置检测到了异常并在最近楼层打

开电梯门后，被困人又强行把电梯门关上，试图让电

梯继续运行，从而导致门刀错位，门锁脱落，电梯停

止运行。

96333 提示：载货电梯仅限载货使用，不可载

人，且货物要均匀摆放，不能扰乱电梯的自平衡系

统。乘坐电梯时，如电梯出现故障 ，在最近楼层安

全出电梯，以免被困电梯。

典型案例三：乘梯注意观察，不可盲目乘用。
4月 7日，新郑市某小区发生了一起电梯困人事

件。救援人员在救出被困人后回复故障原因，原来

是工作人员当时正在对电梯进行维修保养，因为有

人移动了工作人员摆放的警示标志，导致被困人误

进了此电梯。

96333提示：使用电梯前，一定要注意观察，首

先看看是否摆有“停梯检修”等相关警示标志，如果

电梯正在维修，乘客不要乘坐。进入电梯后如果发

现异常不要惊慌，请立即拨打96333电话，也可以按

对讲和警铃按钮联系物业维修人员来救援。

典型案例四：电梯真的会“失控下坠”吗？

1月 16日，96333接到一女士的求救电话，称电

梯从 26楼失控坠落到 1楼，自己被困在电梯里。救

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将被困女士安全救出，故障已经

修复。

电梯真的会失控吗？据业内专家解释，电梯“下

坠”属于电梯的自动保护机制。电梯是由微电脑系统

控制的，通过设置多个故障监测点检测电梯电路的通

断状态，如果某个监测点的信号出现了异常，如地坎

滑道内异物卡阻电梯门、长时间挡门等不正确的电梯

使用行为等，控制系统会认定出现故障，电梯就会立

即停止运行并开始修正，以安全速度直接返回基站位

置（通常是一层），停稳后通常会自动开门，同时，控制

系统进行故障自诊断，判断故障的大小，是否具备再

次运行条件。这实际上是电梯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

但由于电梯的自我保护行为而没有运行到乘客的目

的楼层，很容易让乘客误以为电梯在“坠落”。

提醒广大市民：1.如果被困电梯，请及时拨打

96333电梯应急热线，电梯应急处置中心将为您提

供专业、科学、快速的公益救援服务。2.请不要将电

梯内的 96333救援标识牌撕下或损坏，否则将导致

无法救援或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3.若发现电梯未

张贴96333救援标识牌，应督促物业或维保单位尽快

申领或补领，并及时在电梯轿厢内张贴。4.请文明使

用电梯，不要往电梯内丢弃生活垃圾，更不要将电动

自行车推进电梯，这些行为极易导致电梯故障从而引

发困人事故。

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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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为确保郑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深刻汲取义马

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教训，

近期，郑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

防救援支队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及时安排

部署，制定工作方案和检查计划，坚

持主动对接、靠前工作，强化实地检

查、跟踪整改，有力有序推进专项督

导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突 出 统 筹 部 署 ，推 动 责 任 落

实。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气温升高等复杂形势，全面梳

理研判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消防安全风险，第一时间会同郑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专题研究，联

合印发专项督导检查工作通知，共

同召开动员部署会，充分调动市、县

两级监管部门，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同步加强对接调度、信息共享，横向

建立与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办公、

集中检查、跟进督办等工作机制，纵

向强化力量调派、调度指挥、业务指

导等具体工作，切实形成上下贯通

的工作合力。

突 出 联 合 督 导 ，深 化 排 查 整

治。充分发挥联合监管优势，依托

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机制，全面梳理

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台账，紧盯

危化生产储存区域，科学编制检查

计划，有序推进工作落实。对标专

项检查督导的重点内容，结合监管

职责，研究细化标准细则，明确检查

要素，深入开展实地检查，确保检查

程序清晰、问题发现准确。期间，对

全市 2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的 46处

重大危险源进行覆盖式检查、调研，

发现各类隐患问题 234 条，其中重

大隐患7条。

突 出 培 训 帮 扶 ，督 促 整 改 落

实。坚持“检查＋服务”工作导向，

抽调全局危化品领域业务骨干与

化工、消防设施领域专家组成联合

督导组，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集中

检查、联合帮扶，同步讲解日常自

查重点和注意事项，指导企业制定

整改计划和看护措施。梳理隐患

类型，归纳制度管理、消防设施、平

面布置、应急处置、新老规范适用

等五类隐患问题，指导企业建立

《隐患督办整改责任账单》，逐一登

记上账，逐项推动整改。组织重点

危险化学品企业负责人召开反馈

会，“一对一”见面反馈相关问题，

形成“排查上账、指导帮扶、核查销

账”闭环管理。

突 出 调 研 演 练 ，强 化 应 急 准

备。统筹调度防灭火力量，组织开

展调研演练，全面加强生产装置区、

储罐区和仓库区实地调研，完善针

对性灭火救援预案方案，强化装备

水源测试，清查补充应急救援物资

储备，开展应急处置能力评估。在

郑州八通实业有限公司实地开展化

工事故处置实战演练，有效磨合消

防救援队伍与企业工艺处置队联合

救援机制，有力提升危化品灾害事

故初期应急处置能力。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抓好专项督导

检查工作，“账单化”督促指导相关

企业落实隐患“闭环”销账，全力提

升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

系数。

李庆贞 贺红光黄亚杰

郑州：全力推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专项督导检查仲夏时节，郑州黄河两岸郁
郁葱葱，极目远眺，橙红色的京
广铁路黄河大桥横跨南北，一列
列呼啸而至的列车安全通过。

7月 8日清晨，京广铁路黄
河大桥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
人”——GMC-96B 型钢轨打
磨列车。作为国内最先进的钢
轨打磨车型，该车作业时速达
12km/h，同时作业精度又可控
制在0.1毫米左右，工作时全车
96个打磨单元马力全开，能够
有效解决钢轨波浪磨耗、疲劳
裂纹等问题病害，全面提升线
路设备质量，保证过往列车运
行安全。

“眼前这座新的京广黄河
铁路大桥于2014年启用，是郑
焦城际铁路和京广普速铁路共
用的四线铁路特大型桥梁，我
们几乎每年都要对其进行一次
全方位的打磨保养。”据现场施
工负责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维修四
车间党支部书记乐圆圆介绍，
他们此次打磨的施工区段是大
桥的京广线上下行部分，大约
36 公里，预计需要四个施工

“天窗”。
6时 50分，施工命令准时

下达，打磨车迎着耀眼的朝阳

缓缓驶入黄河铁路大桥，车声
隆隆，火花飞溅，远远望去颇为
壮观（如图）。

“打磨钢轨就好似给病人
‘刮骨疗伤’，打的太浅就除不了
病根，打的太多又会影响钢轨寿
命，所以要把精准握好，科学诊
疗。”乐园园介绍，为确保作业质
量，他们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跟车
包保，及时通知打磨车操作人员
动态调整作业参数，并联合设备
管理单位对作业区段施工质量
进行复查，重点检查打磨廓形、
打磨深度等指标，保证线路符合
运行标准。此外，他们还特别针
对曲线、焊缝等钢轨病害易发部
位，额外开展精磨作业，彻底消
除线路安全隐患。

施工一直持续到9点50分，
打磨后的钢轨看上去光洁滑润，
经技术人员复查后线路正点开
通，静静等候首趟列车安全通过。

“然而我们的工作并没有
结束。”乐圆圆说，由于钢轨打
磨机车作业时产生了大量铁屑
和粉尘，为不影响下次施工，返
回车站后他们还要组织人员做
好设备保养。阳光下，工务人
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忙碌。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梁展卓睿武 文/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竞昳）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2020年，全省将组织 500名本科
高校新入职教师参加省级示范培
训，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教育教
学技能，做好有效的职业规划，提
高从教适应能力和教书育人能
力，为今后的教师生涯奠定良好
基础。

根据安排，2020年新入职教

师省级示范培训由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承担集中
培训任务。新入职教师省级示范
培训，经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合
格证书。培训期间，学校不得安
排新教师教学工作，同时保障新
教师的工资、津贴等待遇不因参
加培训受到影响。

据悉，此次培训采取“专题讲
授+实践教学+返岗教研”相结合

的混合型培训方式，专题讲授为
基础，实践教学为重点，返岗教研
为延伸。其中，返岗教研阶段为
6 个月，新入职教师所在高校将
为每位新入职人员配备一位教
学经验丰富、具有副教授以上职
称的指导教师，对其在教育教学
方面提供针对性指导和过程性
评价。

培训的具体内容将根据高
校教学改革需要与初任教师岗
位要求确定，计划围绕“专业理
念与规范”“教学理论与技能”

“信息技术与运用”等三个模块
进行设计，突出教育教学基本技
能的实践教学。

633名技能竞赛高手
获授“河南省技术能手”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7月 7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会
同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根据河南省
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授予文亚峰
等 633名在 2017~2019年度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的选手“河南省技术能手”荣誉，并颁发证书和奖章。

省人社厅要求，希望广大劳动者向获得荣誉优秀选手学习，刻
苦钻研技术，努力提高技能水平。希望各地、各部门、各行业企业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广泛开展职业技能
竞赛活动，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和保障措
施，为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作出贡献。

（上接一版）又过了 10年，2000年前后，他
们置换了一套11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

从排房到两室一厅，再到三室一厅，变
的是房子面积，不变的是家的位置，他们一
直居住在工人新村。

随着郑州城市发展，工人新村约 0.2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有 49栋居民楼，住
有 9600余人，加上地处黄金地段，毗邻核
心商圈、医院、学校、体育场等，日均人流量
破7万，车多人多，小商小贩、私搭乱建、垃
圾污水随处可见，成了郑州人口密度最大、
商户最集中、基础设施与百姓需求落差最
大的区域之一。

“面子”“里子”同步改造
为了改善老旧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

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去年郑州提出用两年
时间，努力把老旧小区整治为环境整洁、功
能完善、管护到位、业主满意的美丽社区。

改造是好事，好事咋办好？郑州市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赵

红军介绍，小区改造从哪改、怎么改，是改
造的核心。

去年 10月，工人新村社区改造启动，
从楼院到道路、从地下到地上、从楼内到楼
外，“面子”“里子”同步改造。在拆除违法
建筑时，一些住户有些不理解、不配合，工
作人员一户户地做工作，统一居民意见。

一组数据说明了改造的“难度”：改造
以来，一共拆除 116 处违法外封、170 家

“住改商”，2500 米雨污管网更新疏浚，
1550米架空线缆实现入地，给道路有机更
新腾挪空间。

随后，6270 平方米路面重新铺装，增
设慢车道和隔离绿化，实现道路人车分离，
2000米花树隔离带随路延伸，形成了“大
封闭、小循环”交通网络。

对居民楼的改造，是重点，也成了“亮
点”。金水区人民路办事处工人新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战胜介绍，不仅对小区外墙
做了粉刷、保温与隔热，对房顶做了防水，
还将高空电缆入地，改造楼道的门窗，增添

楼道声控电灯，并引进了物业公司，探索推
动社区从“靠社区管”向“自治共管”转变，
解决改造后期管理难题。

如今再走进工人新村，居民楼外观焕
然一新，垃圾桶清楚分类，空调外挂机统一
整齐；绿化的树木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别
致的社区街角公园，让居民开窗可见绿、出
门可踏青，鸟语花香，赏心悦目。

为生活打上“高光”
说起工人新村的改造，居民们忍不住

拍手称赞。改造，不仅完善了“硬件”设施，
还对原本缺失的公共“软”服务加以补充和
提升，增设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城市书屋和
社区医疗服务站等。

见到芦雪琴时，她刚刚在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领完预订的午饭——卤面，每份
11元。

照料中心的布置舒适雅致，象棋、围
棋、按摩椅、笔墨纸砚等，一应俱全。老年
人白天“入托”接受照料，晚上回家享受家

庭生活，中午日间照料中心还有可口、清淡
的饭菜，满足老年人白天的休闲娱乐与生
活需求。

而社区里增设的郑品书舍更像是这个
闹市区的“一股清流”。走进书店，高耸的
书架，整齐摆放着各类图书，还有为读者提
供的阅读休闲区。很难想象，这里一度是
脏乱差的苍蝇小铺，如今经过拆除、改造、
提升，“油烟味”变成了“书香气”。

“工人新村社区老年人居多。他们的
需求已经不仅是吃饱穿暖，更盼望精神需
求的愉悦与满足，老有所乐。”李战胜说。

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郑州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爱心卡，提供助餐、送餐、保洁、
助医和助行等服务。

白天去社区里的城市书屋看看养生读
物，闲暇时和老邻居去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唠唠嗑、看看电影、唱唱歌，晚饭后在干净
整洁的休闲步道散步，成了芦雪琴和工人
新村不少住户小康生活的新日常。

（上接一版）要明确目标、因地制宜，围绕道路环境、乡容村貌、交通秩
序、污染整治等方面，对垃圾积存、私搭乱建、乱停乱放等问题建立台
账，倒排工期、限时整改。要提高标准、细化管理，将城乡接合部综合改
造工程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结合起来，加强领导、落实
责任，高标实施、高质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打造“整
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上接一版）要按照“干在实处、站在首位”的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着力提升政治监督能力，发挥好示范带头和监督检查双重作用，不折不
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本职做好主责主业，扛稳保障发展之

“责”，着力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监督难点堵点盲点出实招硬招，对标对表、借势
借力、先行先试，提升全面监督之“效”，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用心用情为民造福
尽责尽力保障发展

确保城乡接合部综合
改造工程取得实效

穿越一甲子 焕发新魅力

郑州工人新村“变身记”

新入职大学教师
将接受岗前培训

京广铁路黄河大桥京广铁路黄河大桥““刮骨疗伤刮骨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