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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商务厅了
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我
省实际利用外资 6.56 亿
美元，同比增长28.3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14
个百分点，在东北三省总
量排名第二，增速排名第
一，创我省实际利用外资
同期历史新高。

年初以来，省商务厅

紧紧围绕“稳外资”，以延
伸产业链条为根本，引导
外资企业用足用好外资
政策，充分运用东北亚博
览会、全球吉商大会、跨
国公司吉林行等重要平
台，加大吸引外资工作力
度，推动实际利用外资质
效齐升。/吉林日报记者
陶连飞 报道

前三季度我省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28.32%

10月1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台《关于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提供
司法保障的意见》。《意见》围绕服务保
障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生态
系统安全体系建设以及加强环境司法
保护体制机制创新等目标任务，结合
审判工作实际提出19项务实工作举
措。《意见》强调，全省法院要坚持绿色
低碳发展导向，妥善审理涉及产业转
型绿色升级、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案件，服务保障生
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要依法审理大
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类案件，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30·60”目标，守护好吉林绿水青
山。要依法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城乡生态环境保护
类案件，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依法保
护黑土地，服务保障长白山三江源综
合治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
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

《意见》对加强环境司法保护体制
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出要求，明确要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组织建设，建立法院
内部协同审判机制，加强生态环境资
源法庭建设，组建环境资源审判人才

库。强化环境修复性司法功能作用，
健全生态补偿、环境修复、损害赔偿制
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审理机制，探索适
用禁止令、行为保全、先予执行、惩罚
性赔偿等措施，完善环境资源案件执
行配套机制。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协调
联动机制，探索环境资源审判司法协
作区建设，加强跨流域、自然保护地等
生态功能区的法院之间的沟通协作。
要完善延伸司法社会功能机制建设，
加强诉源治理，同时借助信息化、智能
化应用建设，着力打造绿色审判机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10月19日7点56分，长春市消防
救援支队119调度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长春市前进大街与繁荣路交会处附
近，有一名工人在井下作业时，不慎被
困住，急需救援。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朝阳大队南湖大路消防救援站出动一
台抢险救援车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很快到达现场，经
现场勘查和询问发现，这是一个通信
电缆井，事发时被困工人正在施工，前
方人员操作挖沟机时，将被困者和一
堆电缆一起扯下电缆井。此时被困人
员脚踝部位被电缆紧紧地缠住无法挣
脱，身体多处擦伤，井下有几十根电缆
横七竖八地交错，有的约大拇指粗，有
的更粗一些。被困者整个人悬在电缆
井下距离地面约1米左右的位置，腿脚
部被电缆缠绕勒得很紧，如果不及时
救出，后果不堪设想。

消防指战员考虑井下被困人员可
能会存在缺氧情况，首先利用氧气瓶
对井内实施注氧后，对缠绕被困者的
电缆用断电剪和电缆剪切钳进行剪
断。通信电缆是钢丝芯，普通的铁钳
很难剪断，而且井下能见度差，被困者
腿部在下面被一堆电缆挡住，断电剪
也很难实施操作。

指挥员立即派出一名身材较为瘦
小的消防员下到井下，对被困者腿部
被卡的电缆实施剪切。井下空间十分
狭小，根本无法操作，救援十分困难。
当天最低气温零下5℃，井下寒气逼
人，被困者说很冷，腿部没有知觉了，
消防救援人员立刻给被困者拿来大衣
披上。

消防救援人员不断调整各种角
度，对错综复杂的电缆破拆切割。救
援人员爬到被困者腿部的位置仔细观

察，弯腰弓背，蜷缩在电缆缝隙中，一
根一根对缠住被困者的电缆进行排
查，逐一清除障碍。通信电缆很粗很
结实，在狭小空间里大剪切钳无法实
施，而小钳子手动无法剪断这么粗的
钢芯电缆，剪切起来十分困难，而且电
缆与电缆之间互相缠绕，事发时被挖
沟机给拉拽得非常紧，十分不好操作。

经过大约15分钟的努力，救援人
员艰难地剪断了约五六根电缆后，被
困人员的腿终于解脱出来。救援人员
迅速将被困者从井下拉拽上来，盖上
大衣保暖，所幸被困者并无大碍。

对此消防部门也提醒施工人员，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指挥和
违章作业，在施工时一定要注意沟通
和瞭望，防止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消防供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意见

19项务实举措保障生态强省建设

工人井下被电缆困住
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出动成功解救

为切实解决全省因公负伤民警，
见义勇为人员、牺牲见义勇为人员遗
属大病医疗困难，为基层解难题、为
百姓办实事，10月20日，省公安厅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签署协议书，
正式启动全省因公负伤民警、见义勇
为人员、牺牲见义勇为人员遗属“白
求恩公益慈善大病救助”和全省见义
勇为人员及家属遗属紧急医疗救治

“绿色通道”项目。
公安机关肩负着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使命
任务。和平时期，公安队伍是牺牲最
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仅今年省
公安厅接报的因公牺牲和因公负伤
民警就有44人。见义勇为精神是引
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在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和不法侵害的紧急
关头，见义勇为人员毫不畏惧、挺身
而出，有的因此留下终身的病痛，有
的献出了宝贵生命。近五年我省有
16名见义勇为人员牺牲，130人受伤
评残。

今年7月，救助吉林市见义勇为
人员胡茂东，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院方先后组织
多名专家成立医疗专班，科学制定治
疗方案，不仅成功实施了手术，还主
动启动“白求恩公益慈善大病救助基
金”医疗救助程序，为胡茂东全部解
决需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为把这
一试点经验机制化、长效化，惠及更
多民警和见义勇为人员，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与省公安厅达成共识，在
全国首创“大病救助”机制，这是我省

从优待警和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突
破，进一步完善了全省公安民警医疗
救助保障体系，对于增强广大公安民
警的荣誉感、归属感，进一步弘扬见
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据了解，吉大一院、二院、中日联
谊医院相继与省公安厅建立了快速救
治伤病民警辅警“绿色通道”，为及时
有效救治因公负伤民警辅警作出了重
要贡献。今后，省公安厅将不断完善
爱警惠警、关爱见义勇为人员的机制
举措，进一步加强与医疗机构合作，共
同谱写警医联动协作的新篇章。同
时，大力深化见义勇为典型表彰宣传
工作，切实加强见义勇为基金会建设，
让弘扬社会正气的音符更加铿锵有
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吉大一院、二院、中日联谊医院

为公安民警、见义勇为人员建立救治“绿色通道”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根据农情调度，
截至10月19日，全省秋
粮已收68.3%。其中玉米
已收 64.5%，水稻已收
82%，大豆已收98.5%，杂
粮杂豆、薯类等其他粮食
作物已收58.2%，秋收进
展顺利。

具体表现在，农机具
准备及时充分。省农业
农村厅积极指导各地开
展农机具检修维护和人
员培训，确保机具和人员
随时投入秋收作业。秋
收前，全省已准备秋收玉
米联合收获机8.02万台，
稻麦联合收割机 3.31 万
台，花生收获机4400台，
大豆收获机 1100 台，马
铃薯收获机800台，完成
检修农机装备279.6万台
（套）。总体看，今年我省
农机具检修早、动作快、
数量足，可以满足全省秋
收作业需求。

天气条件相对有利
于粮食增产。据气象部
门监测，今年全省大部
分地区于 10月 1日至 2
日出现初霜，但大部分
地区为轻霜，与常年相
比，今年初霜要晚 4-5
天。10 月中旬，玉米等
粮食作物才完全枯死，
粮食作物“自老山”，有
利于玉米后熟，有利于
产量的增加和品质提
升。因此，虽然秋收进
度稍慢于去年，但目前

我省秋收正值高峰期，
本周天气大部分时段以
晴好为主，有利于秋粮收
获，预计到月底前可基本
完成全省秋收工作。

针对下一步工作，省
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加
快秋收工作指导。指导
各地利用近期晴好天气
时段加快秋收进度，尽快
完成粮食收获工作，确保
颗粒归仓。

抓好冬春设施蔬菜
生产。推进冬春蔬菜棚
室建设，争取尽快投入使
用，提高冬春蔬菜自给能
力。加强在产棚室生产
指导服务，做好元旦、春
节“两节”期间地产蔬菜
供应。

做 好 春 旱 秋 防 工
作。总结近两年抗旱保
苗工作经验，采取免耕播
种和秋整地的地块能够
较好抵御春旱影响，出苗
情况明显好于春季整地
起垄播种地块。下一步
要支持和引导农民落实
各项春旱秋防措施，为开
展保护性耕作预留好地
块，非保护性耕作地块秋
收后，立即做好灭茬、整
地、镇压，为明年可能发
生的春旱早做准备，以便
春季少动土防散墒，适温
立即抢播。

同时，谋划明年农业
生产工作，指导做好备春
耕农资准备。/吉林日报
记者 张力军 报道

我省秋粮收获已近七成

10月19日至20日，
全省市县两级政府领导
干部基层应急管理体系
能力规范化建设专题培
训班在梅河口市举办。

此次培训由省委组织
部、省应急管理厅主办，长
春工程学院协办，梅河口
市应急管理局承办。梅河
口市应急管理局和长春工
程学院精心编订基层应急
管理能力培训教案和基层
应急管理体系、能力规范
化建设模板集，周密安排
培训日程，确保培训工作
有序开展。

此次培训的主要目
的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
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增强市县两级领导干
部推动基层应急管理体
系、能力建设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学习借鉴梅河口市规
范化建设经验和做法，以
点带面，示范引领，上下
联动，疏通基层应急管理
工作堵点，守住应急管理
工作阵地前沿，打通应急
管理工作“最后一公里”。

全省各市（州）、长白
山管委会及各县（市、区）
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
领导、应急管理局局长共
150余人参加培训。参训
人员表示，通过学习和参
观，对基层应急管理体系
能力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方法、机制和体系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更
加坚定了构建统一领导、
职责明确、上下联动的应
急管理体制、网格化治理
格局的信心，以及做好应
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的决心。

/董雪竹 吉林日报记
者 孙寰宇 报道

打通应急管理工作“最后一公里”
我省举办基层应急管理体系能力规范化建
设专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