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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友胜

中国 4 亿蓝领的生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后将
能一图知晓蓝领生态。2
月 23 日，由劳务茶馆和新
蓝领观察联合编写的《中国
蓝领生态图谱（1.1版）》，正
式在郑州发布，以后将每月
更新。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
开数据显示，我国有9亿劳动
人口，其中蓝领4亿人。4亿
蓝领中农民工占2.74亿，制
造业蓝领约占1亿。另据测
算，仅工厂蓝领招聘，每年就

有超过2000亿规模的蓝海
市场。尽管有如此大的经济
体量，但鲜有研究机构对国
内蓝领生存状态的巨大变迁
做过深入调查。

劳务茶馆创始人李城伟
透露，在与蓝领生态同仁的
交流中发现，很多人力资源
老总和蓝领从业者很期待有
一张系统的蓝领生态图谱，
能相对完整地反映行业现状
及格局。经过三个多月的整
理与完善，正式发布《中国蓝
领生态图谱（1.1版）》，以便
帮助大家宏观了解行业格
局、反映行业的发展变化、为

行业提供决策参考，助力行
业的发展与进步。

记者看到，《中国蓝领生
态图谱（1.1版）》分为招聘平
台、人力资源服务商、灵活用
工、劳动力管理、职业培训、
社保服务、保险服务、商业保
理、薪税服务、社交娱乐、消
费金融、购物消费、公寓服
务、工具类等，几乎囊括了蓝
领的工作、学习、生活、社保、
娱乐等所有方面。

李城伟表示，由于行业
发展迅速，中国蓝领的生态
图谱将持续保持更新，每月
更新一次。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雅平 通讯员 赵依婷 何彬

2月25日，记者从郑州东
站获悉，自2月26日零时起
至3月16日24时，郑州东站
将对乘坐去往北京方向高铁
列车的旅客进行“二次安检”，
即进京旅客在各个进站口接
受安检之后，还需在固定的
候车专区再进行一次安检。

车站在1道、4至5道、6
至9道、12至13道分五个区
域设立进京旅客候车专区，
开展二次实名制安检查验工
作。其中，6至9道是在南北
两侧各设立了二次安检进
口，而其他道则仅在南侧设
立了进京旅客安检专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6至
9道中转换乘的旅客全天候
禁止直接在站内中转换乘，
须出站后再次通过实名制查
验和安检后方可进站乘车。
而其他二次安检区域则是禁
止在有进京列车的时间段直
接中转换乘，其他时间段以
及其他进站检票口的列车不
受此次二次实名制安检的影

响，可直接在站内中转换乘。
为了减少“二次安检”对

广大旅客造成的影响，郑州
东站从旅客的角度出发，优
化去往北京方向列车的进站
股道，提前制订客流组织方
案，根据分时段车票预售情
况，进一步细化客流引导措
施，在高峰时段增派实名制
安检人员，设置优先快速进
站通道，对距开车时间不足
15分钟的旅客优先查验、优
先安检，加快旅客安检通过
速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旅客
排队等候安检进站时间。

同时，为确保站区环境
平安稳定，保障旅客安全顺
畅出行，该站还严格安检查
危制度，对进站旅客实行“旅
客一个不漏、行李一件不漏”
的100%全覆盖式检查，切实
做到“逢包必检、逢液必查、
逢疑必问”。郑州东站工作
人员提醒各位有出行需求的
旅客，出行时除禁止携带《铁
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
物品的公告》中所列的枪支、
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

危险品、违禁品外，可能危及
旅客人身安全、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的利器、钝器等也是
不允许被旅客携带进站上车
的。同时，有些“美食”和活
体动物也是禁止携带的。例
如，榴莲、乌龟、宠物猫、宠物
狗（导盲犬除外）等。有的随
身物品虽然可以携带，但也
有限量，如：安全火柴限带2
小盒、普通打火机只能带2
个，旅客可携带的指甲油、去
光剂、染发剂不得超过20毫
升，冷烫精、摩丝、发胶杀虫
剂、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
容器不得超过120毫升。郑
州东站工作人员在此也提醒
广大旅客，出行前要仔细检
查行李，切勿携带危险品、违
禁品，一旦携带危险品、违禁
品进站上车，会给自己的出
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二次安检”需要
一定时间，乘坐进京方向列
车的旅客要在开车前 1 至
2小时内到达车站，提前进
入进京旅客候车专区安检
候车。

今日起
从郑州东站进京需进行“二次安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记者 梁新慧

2月 23日，中铁装备集
团两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成
功通过现场验收，正式交付
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用于
新加坡地铁 6号环线C882
项目。据悉，这是中铁装备
首次为日本客户提供的盾
构设备。

在投标过程中，中铁装
备与世界知名隧道掘进机制
造商同台竞标，凭借雄厚的
研发制造实力、过硬的产品

质量、专业的技术服务及多
年来在新加坡市场取得优异
的施工业绩和良好的客户口
碑，获得了日本施工方和新
加坡业主方的高度认可，顺
利达成本次合作。

据悉，此次通过现场验
收的编号为“中铁647号”、

“中铁648号”盾构机，是中
铁装备首次为日本客户提供
的盾构设备，进一步扩大了
中铁装备的全球朋友圈。

据了解，新加坡地铁 6
号环线C882项目隧道全长

2440米，分为四个区间。为
其量身定制的“中铁647号”

“中铁648号”土压平衡盾构
机，刀盘直径6.67米，设备总
长约 98米，总重约 632吨，
具备 200 米的水平转弯能
力，将于今年5月份抵达施
工现场。

作为新加坡6号环线的
最后一段，该地铁项目建成
后，将增强新加坡西部区域
与中心城区之间的交通连
接，有效缓解新加坡市内交
通压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路治欧

两年多来，河南已处置
完成国有僵尸企业 1109
户。在处置过程中，河南法
院系统出现了不少审理清
算破产案件的能手，邢彦堂
就是其中之一。2月25日
下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专门为邢彦堂举行了一场
先进事迹座谈会。

今年42岁的邢彦堂，
是郑州中院清算与破产审
判庭员额法官，河南省法学
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2000年10月起，他开
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2011年 7月，公招到郑州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2017
年3月，遴选为首批入额法
官，任三级法官。

郑州中院清算与破产
审判庭庭长高志强说，邢彦
堂既协调全市法院的国有
僵尸企业破产案件，还自己
承办审结了大量破产案件，
是郑州法官中优秀的企业
破产案件审理专家。在此
过程中，他深入研究解决疑
难复杂问题、主动服务各破
产企业管理人，高效推动案
件进程，提高了审判效率，
强力推进了国有僵尸企业
破产工作，受到河南省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
表扬。

同时，邢彦堂善于总结
审判规律，将实践升华为理
论，为郑州中院起草制定了
多项企业破产方面的规程，
规范了破产案件审理程序，
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他
还积极推广破产审判经验，
多次组织全市法院破产审
判人员及管理人进行业务
培训和研讨。为此，他获得
了“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
荣誉。2月21日，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全省
法院工作会议，42岁的邢
彦堂荣立个人一等功。

据了解，邢彦堂7年间
审理普通民商事案件1500
多件，审结案件数量连续三

年位居全院前三名。其中，
2018年度审结一、二审民
商事案件416件，结案率为
92.86%，并审结23件破产
案件，而承办一个破产案件
的工作量相当于80个普通
案件。

在河南省农业厅企改
办主任汪秀莉看来，邢彦堂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很强
的服务理念、善于沟通、业
务能力突出、敢于担当。“我
们农业厅下属的2家企业
破产案，一个是2001年、一
个是2007年的，一直悬着，
在邢法官接手之后，很快就
解开了。”

“本来我们认为既然案
子交给了法院，那就让法院
推着走就行了，但是邢法官
主动和我们沟通，依法阐释
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并要求
我们明确各成员的责任。
他提醒我们处置破产企业
是一项政治责任，当时严肃
的语气和神态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汪秀莉说。

高志强称赞道，邢彦堂
从事过11年专职律师工作
后又进入法院审判岗位，真
正进行了“换位”，并时时能
进行换位思考，取得了良好
的办案效果。

邢彦堂则谦虚地表示：
“干一行爱一行是自己应尽
的义务。从各方当事人角
度、从社会公众及专家学者
角度思考案件，与各方沟
通、倾听其主张诉求，是每
一名法官审好案件都需要
做的事。”

50年前成立的郑州拖
拉机厂在2006年前后进行
公司制改革陷入僵局，企业
全面停产，成为典型的“僵
尸企业”。2017年12月28
日，郑州中院受理了郑州拖
拉机厂的破产清算申请。
管理人发现企业存在四大
难题，邢彦堂作为主审法
官，依法、高效地将这些难
题逐一有效化解。

如今，郑州拖拉机厂的
破产清算案件已接近尾声。

中国首个蓝领生态图谱在郑发布
今后将月月更新

中铁装备全球朋友圈再扩大
两台盾构机顺利交付日本施工商

从律师到法官
他成河南法院系统的“破产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