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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600亿元

哈 尔 滨 重 点 产 业 项 目 保 增 长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今年，黑龙江

哈尔滨市重点实施省、市重点产业项目 240
个，完成投资 600亿元，投资将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 35%以上。

哈 尔 滨 市 推 进 重 点 产 业 项 目 建 设 保 增
长，省、市重点产业服务项目计划将达 80 余
项。万达文化旅游城、华南城、农业国际博览
中心等项目均已列入今年服务业省、市重点项
目中，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推动哈尔滨市产业
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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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便捷通道

张家港成内河整车进口口岸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通讯员屈志杰报

道：日前，江苏省张家港保税港区汽车整车进
口口岸顺利通过国家联合验收组的验收，成为
江苏省以及长江内河惟一的汽车整车进口口
岸，这将为江苏乃至长江流域汽车整车及零部
件进出口开通便捷的通道。

据了解，设立整车口岸将推进地方汽车产
业不断扩大，催化形成集汽车进口、销售、报
关代理、物流运输等一系列环节完善的高附加
值产业链，有效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步奔小康

广 西 农 民 收 入 倍 增 计 划 出 台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

广西出台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
力争 2020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2010年增
长 1.88 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计划》 提出，全力推动全区乡村旅游的
发展，力争到 2015 年全区乡村接待游客 8000
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 250 亿元，从事乡村旅
游的农民人均增收 5%以上；统筹城乡劳务输
出，加大劳动力转移就业。

实施阶梯收费

沈 阳 推 广 公 共 自 行 车
本报沈阳 2 月 24 日电 记者孙潜彤从沈

阳市城建局获悉：沈阳已完成详细的公共自行
车实施方案，并计划今年在全市推广公共自
行车。

在今年的全面实施过程中，沈阳公共自行
车除了将坚持一小时免费的原则，还采取阶梯
收费制度，帮助租车的市民养成“随用随租，
用后速还”的习惯。沈阳远期规划实现公共自
行 车 中 心 区 全 覆 盖 ， 全 部 系 统 计 划 5 年 内
建成。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从贵州省农
委获悉：2012 年该省蔬菜种植面积达 1762.5
万亩，实现总产量 2642.5 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 25.4% 和 24.9% ， 全 年 蔬 菜 销 售 收 入 达
296.8亿元，农民人均蔬菜销售收入 824元。

去年，该省省级财政共安排蔬菜发展专项
资金 4460 万元，创建省级蔬菜标准园 30 个，
建设蔬菜规模化示范基地 28 万亩，推广蔬菜
生态化栽培配套技术 300万亩(次)。

面积超1700万亩

贵 州 专 项 资 金 保 障 蔬 菜 种 植

截至去年底，河北张家口市已与总部在
北京的 32 家央企签订合作项目 176 个，吸引
投资超过 3000 亿元，当年完成投资 271 亿
元。张家口经济快速发展仅仅是河北环首都
经济圈建设的一个缩影。河北正借势首都经
济圈向经济强省迈进。

为了全面与首都对接，河北省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先后制订了环首都产业带建设
规划和环首都贫困带开发规划。环首都产
业带建设，河北围绕新兴产业，谋划一批
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基地，旨在通过吸纳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加快高端产业聚集，
促进区域内产业融合提升。环首都贫困带
开发，河北实施环首都贫困带扶贫攻坚，
将这一地区打造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基础建设方面，河北省先后在北京
周边规划了三大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三
大新能源汽车基地、四大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六大新材料基地、九大新能源基地和
九 大 生 物 工 程 基 地 ， 实 现 项 目 落 地 无 障
碍。地处河北东部的大厂县，近年来先后
启动潮白河、夏垫两大产业园区建设，全
面承接产业转移。去年全县实施千万元以
上项目 126 个，完成投资 192 亿元，同比增
长 35.5%，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83 个，完成
投资 175.4 亿元，同比增长 44.2%。河北省
创造性地开展百家央企进河北、百家院所进
河北等活动。据初步统计，河北省共与百家
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96 项,与百家院所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105 项，与央企合作协议投
资 11990 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河北省经济
发展。

将环首都经济圈建设项目落到实处，河
北省结合基础建设年活动，派出 15000 多名
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河北省建立了服务央
企办公室，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主管领导具
体负责的全程一站式跟踪服务包保责任制。
在环首都地区的张家口、承德、保定 3 市，
共投入资金 104.4 亿元，实施一批兴县富民
项目。在产业集聚方面，目前全省有近40个
产业基地，完成投资比上年增加20%以上。

为期两年的第一批北京和内蒙古挂职干

部任期于今年年初结束，新一轮北京与内蒙
古区域合作重点是帮助内蒙古加快融入首都
经济圈。

两年来，北京与内蒙古两地充分发挥比
较优势，区域合作取得明显成效。能源丰富
是内蒙古的优势，北京内蒙古两地能源领域
的合作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实现了提升。两
年来，北京市企业参与合作建设或开展前期
工作的内蒙古电力项目有 7 个，为满足北京
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保障首都的供电安全
奠定了基础；为缓解北京用气紧张局面，大
唐克什克腾旗 40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
已经开始二期工程建设，全部达产后将成为

北京的第二大气源。
北京与内蒙古在经贸流通等领域的合作

成果显著。两地以基地建设、交易市场建
设、设施农业建设、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建设为内容，引导企业开展合作。北京市将
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纳入“政府储备”范
围，免除进入首都市场的进店费、场地费，
并对北京市企业采购乌兰察布农畜产品予以
京郊企业同样的优惠政策，同时，支持乌兰
察布、赤峰两市在北京进行“农超、农餐、
农校、农政对接”，开展农畜产品批发环节
网上交易试点工作。北京市还引导当地企业
到内蒙古建设蔬菜物流基地，并直接采购内
蒙古的农畜产品。

两年来，北京与内蒙古两地在交通基础
设施、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广泛
合作，在金融、旅游、工业、科教文卫等
方面的合作也令人瞩目。北京向内蒙古派
了 44 名干部，在内蒙古各部门和乌兰察
布、赤峰市的 6 个旗县开展挂职交流，内蒙
古安排了 43 名干部赴北京挂职。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仅 2011 年 1 月到 2012 年 10
月，内蒙古引进北京的合作项目就有 716
个，到位资金 2000 亿元，占全区同期引进
资金的 40%。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刘伯正说，“北京市在乌兰察布和赤峰建
设的各类产业园区，不仅提升了当地的产业
发展水平，也缓解了北京市土地、能源紧张
的问题。”

河北内蒙古加快融入首都经济圈
本报记者 雷汉发 乔雪峰

去年 10 月份以来，甘肃省降水偏少，
特别是入冬以来，基本无有效降水，水利
工程蓄水不足，河东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程
度不同的旱情，一些地方人饮困难突出，
给工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据甘肃省水利厅抗旱防汛办公室介
绍，去年 10 月至今，全省累计降水量与常
年同期相比，河东大部分地方较多年同期
偏少 2 成至 6 成，特别是平凉、庆阳等东
部地区普遍偏少 5 成至 6 成。当前，全省
以灌溉为主的大中型水库蓄水 8.43 亿立方
米，比去年同期偏少 10%。2 月 17 日、18
日，河东地区出现一次降雪过程，此次降
雪对春耕农业生产较为有利，但由于去秋
以来降水持续偏少，旱情仍未得到有效缓
解。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省作物受旱 308
万亩，旱地缺墒 548 万亩，因旱有 24 万
人、8.1万头牲畜程度不同出现饮水困难。

面对当前旱情，甘肃省全面落实各项
防旱抗旱措施。1 月 5 日、7 日，省抗旱防
汛指挥部分别召开抗旱防汛视频会议、下
发通知，对抗旱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地
及时调查掌握干旱山区群众吃水困难情
况，组织抗旱服务队为困难群众拉运送
水，缓解了 5 万多缺水群众的吃水困难。
采取动员群众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办
法，以机井、渠道、水窖、提灌等小型水
利工程为主，广辟抗旱水源，建成各类小
型抗旱水源工程 248 处，开发利用零散水
源进行抗旱。各地组织开展以清淤渠道、
维修机电设备为重点的水利设施检修，维
修水利设施 2100 多处，检修机电井 1800
多台套，清淤渠道 6000 公里。同时，各
地继续加大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推广
春膜冬覆、雪后铺膜等抗旱保墒措施，目
前已完成秋覆膜 737.49万亩。

随着气温回升随着气温回升，，各地陆各地陆

续进入春耕大忙时节续进入春耕大忙时节。。今年今年

全国春旱形势总体上好于常全国春旱形势总体上好于常

年同期年同期，，但西南但西南、、西北部分西北部分

地区旱情严重地区旱情严重。。云南云南、、陕陕

西西、、甘肃等省部分地区正采甘肃等省部分地区正采

取各种有力措施取各种有力措施，，积极开展积极开展

抗旱保春播春管工作抗旱保春播春管工作

“再像这样干下去，怎么得了呵。”云南
昆明寻甸县塘子钟灵村党支书李贵荣面对记
者一脸愁容。他们村 5 个库塘，蓄水只有
40%，分布在山区的村落，不要说是生产用
水，连人畜饮水都非常紧张。在塘子钟灵后
山苗族村，记者看到 50 户苗族村民正在村
头的爱民水窖担水。村民苏彩花说，村里的
山箐里早就没有水了，她们用水 3 个月前就
是靠附近的部队用车将水拉到村头的水窖
里。普家村的徐贵才正牵牛去大园水库，他
说，村里 400亩田地就靠这个水库，现在水
库没得水，种地也成问题了。

今年以来，云南降水偏少，目前全省部
分地区旱象显露，其中滇中地区干旱发展趋
势明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作物受旱
面积 510.7 万亩，60.4 万人、33.5 万头大牲
畜出现不同程度饮水困难，有 51 条中小河
流断流、42座小型水库干涸。

为确保各项抗旱措施落实到位，云南建
立起旱情监控反馈机制，及时、全面、准确
地掌握全省旱情动态。整合抗旱服务组织，
开展送水解困服务，组织人员向缺水严重、
位置偏远的地区拉水、送水。建立州 （市）
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干部包群
众的责任机制，做到不漏一村、一户、一
人，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此外，云南加大
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力度，强化组织保障、
技术保障、物质保障，及时掌握情况、及时
解决广大农村、山乡群众饮水困难问题，在
全省抗旱保供水过程中，做到有问题能及时
发现反馈，发现问题能及时有效解决，始终
使全省旱情处于可控状态。

从根本上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云南今
年将确保完成水利投资 300 亿元，继续推进
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实现牛栏江—滇池补水
工程尽早建成通水，缓解昆明城市用水紧张
的局面。开工建设 55 项水源工程，解决
250 万以上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实施
40 万件“爱心水窖”工程，开工建设 244
件重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充分发挥水
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加快推进滇中引
水前期工作。

云南：

多措施“输水”
本报记者 周 斌

往年天旱春灌，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
区寺沟村农民宋东义来说，常常是一次

“战役”。为了那 3 亩多麦地，他常常要昼
夜守在渠边排几天队。而今年，他却悠然
地提着铁锨站在地头，看水咕咚咚地流进
自家地里。他对记者说：“咱家地头就是出
水桩，龙头一拧，大老碗粗的水就流到咱
地里了。3亩多地两个小时就浇完了，才花
60元钱。”

如今寺沟村的地头每隔两三百米远就
有一个出水桩，地底下连接着输水管网，
这些管网又连通着村里的 6 口机井。“这两
年国家实施‘小水工程’，给咱修机井、铺

管网、安出水桩，这给群众把大事办了。
过年前区里抗旱服务队的刘有理队长就来
查看咱村这 6 口井和管网情况，该维护的
地方都维护好了。今天咱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副主任杨会浦也来看群众浇地情
况，查问水价收得是否合理。今年天这么
旱，有国家的好政策和领导的关心，咱寺
沟镇东部这 10000亩地根本不受影响。”寺
沟村 6号井管理员宋盈战激动地说。

去冬今春，地处渭北的铜川市降水比
历年同期偏少七成至八成，中南部出现中
度干旱，北部发生轻度干旱。目前 14 万亩
麦田发生轻度干旱，7 万亩发生中度干旱。

所幸的是，近几年来，铜川小灌区也就是
井灌区都实施了“小水工程”，主灌区也就
是利用高尔塬、桃曲坡等水库进行灌溉地
方都修建了混凝土渠，开启泵站、开闸
放水。

为应对可能持续的春寒，铜川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联合铜川市监察局对各区县抗
旱工作开展现场督察；铜川市防汛抗旱部
门密切跟踪旱情发展，加强监测预报和会
商，为抗旱指挥调度提供依据。铜川市水
务局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水务部门开
动水利设施，各区县抗旱服务队全力投入
春季抗旱灌溉和抗旱供水工作。农业部门
也派出大量技术人员，深入地头指导农民
抗旱保墒。目前铜川各级水务部门共投入
抗旱资金 91万元，投入机电井 85眼，开启
泵站 37 处，投入机动抗旱设备 469 台套，
累计灌溉面积 6.5万亩。

据了解，去冬以来，陕西省共安排
2000 万元支持抗旱服务队更新设备，全省
累计灌溉面积已达 576万亩。

甘肃：

广 辟 抗 旱 水 源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陕西:

“ 小 水 工 程 ”大 作 用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刘冰剑

国家防总日前发布统计称，截至 2 月

18 日，全国越冬作物受旱面积 1847 万亩，

有 66 万人、28 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其中，旱情最为严重的云南、陕西、甘肃

三省越冬作物受旱面积 1059 万亩，有 56 万

人 、 28 万 头 大 牲 畜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饮 水

困难。

当 前 的 春 旱 应 该 引 起 重 视 ， 和 多 年

同 期 平 均 值 相 比 ， 当 前 的 春 旱 形 势 总 体

好 于 常 年 同 期 ， 只 是 部 分 地 区 旱 情 较 为

严 重 。 国 家 防 总 、 水 利 部 以 及 旱 区 各 地

已 经 采 取 措 施 ， 积 极 开 展 抗 旱 保 春 播 春

管工作。

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事关重大。从总

体上说，我国积累了许多应对旱情的宝贵

经验，大量减少了因灾损失，但需要改进

和加强的地方依然不少。比如，我国抗旱

应急工程体系依然不全，抗旱应急备用水

源尤为缺乏，相当一部分城镇供水体系极

其脆弱。比如，旱情监测能力依然不足，

目前全国旱情监测网络还远未形成，大部

分地区旱情监测站网尚未建立，已建立的

监测站点存在布局少、站点稀、可靠性不

高的问题等。

我们不能避免旱灾的发生，却可以抓

紧时间做一些实事，加强乡镇抗旱应急备

用水源工程、旱情监测预警系统和抗旱管

理服务体系建设，根据抗旱减灾工作的实

际需要，加强抗旱服务组织的建设管理，

提升基层抗旱服务组织的应急抗旱能力，

强化水量应急调度工作，增强应对干旱的

综 合 能 力 ， 把 旱 灾 的 影 响 和 损 失 降 低 到

最小。

为抗旱多做实事
张 雪

云南昆明寻甸县塘子钟灵后山苗族村村民在村头的爱民水窖接水。本报记者 周 斌摄

点 评

□ 围绕新兴产业，谋划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基

地，河北旨在通过吸纳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加快高端产业

聚集，促进区域内产业融合提升

□ 以基地建设、交易市场建设、设施农业建设、特

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为内容，北京内蒙古引导企业开

展合作，区域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北京朝阳区一家花卉市场，顾客正在挑

选鲜花。节日期间，京城许多花店及花卉市

场生意红火，供销两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