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网
网址：http://www.ce.cn
手机：http://wap.ce.cn
网址：http://www.ce.cn
手机：http://wap.ce.cn ECONOMIC DAILYECONOMIC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代号1-68

第 10845 号（总 11418 号）

今日 16 版 2013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农历癸巳年二月十六 经济日报社出版

本报比勒陀利亚 3 月 26 日电 记者关

晋勇 唐昊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
比 勒 陀 利 亚 同 南 非 总 统 祖马 举 行 会 谈 。
两国元首从促进中非关系发展和推动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战略高度，深入探讨发
展中南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表示，中南同为重要发展中国
家，有着相似的历史、相连的命运、相依的未
来，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
响。中方将南非作为对外关系优先方向，愿
同南方一道，共同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将
中南关系打造成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
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指出，中南要深化互信，保持高层
及党际交往，交流互鉴治国理政经验，在涉及
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
支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战略协作，维
护好两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本着互利共赢原则推
进两国合作。中方将鼓励和支持中资企业和

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业、能源、汽车等
南方优先发展领域开展投融资合作。双方要
引导和扶持两国企业开展重大合作项目。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放眼未来，加强人
员交流，共同搞好 2014 年和 2015 年互办

“国家年”活动。中方将在南非设立中国文
化中心，推动高校合作办学，培养更多中南
友好接班人。

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视非洲为“希望
的大陆”。中方支持南方致力于非洲国家联
合自强、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努力。南非是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中方愿同
南方加强在非洲事务中合作，支持中非合作
论坛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开展合作，促
进非洲基础设施和一体化建设，建设性参与
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为实现非洲持久和平
与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支持南非办好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以及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
领导人对话会，愿同南方一道，加强金砖国家

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加强对非合作。
祖马表示，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选择

南非，这是南非的荣幸，充分体现了南中关
系的高水平。南非从战略高度重视同中国
加强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国际秩
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祖马祝贺中共十八大成功举行，表示相
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一定会繁荣富
强。中国的发展为南非提供了榜样和希望，
鼓舞我们把国家建设得更好。非洲人国民
大会希望继续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在党建等
方面交流合作。

祖马表示，南方重视中国作为南非最大贸
易伙伴的地位，希望通过设立部级联合工作
组，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来南投资，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合作项目，使双边贸易平衡增
长。南方感谢中方为南非农业、教育、卫生、人
才培养事业提供的帮助，这有利于减少贫困，
增加就业，提升南非现代化水平。希望通过互
办“国家年”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祖马表示，南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
动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加强非中合作，促进
非洲发展。南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沟通协调，推动国际关
系民主化。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双方经
贸、金融投资、能矿、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会谈开始前，祖马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
欢迎仪式。

联邦大厦广场，阳光明媚，和风送爽，中
南两国国旗迎风飘扬，红地毯和绿草坪映衬
出热烈喜庆的气氛。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抵达联邦大厦时，受到祖马总统和夫人热情
迎接，军乐队鼓乐齐鸣。两国元首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南两国国歌，鸣礼炮 21 响。
习近平检阅南非仪仗队。祖马向习近平介绍
莫特兰蒂副总统及多名政府部长。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时强调

推 动 中 南 关 系 深 入 发 展
建设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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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起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强大力量，书

写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壮丽篇章。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行进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收获

了辉煌与荣耀，也同样经历过困难与

挑战，正是依靠万众一心、迎难而上的

中国力量，才一次次涉过急流险滩。

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党心军心民心拧

成一股绳，“地动山摇摇不散中华魂

魄，山崩地裂裂不开万众一心”，灾区

大地上最醒目的标语，就是中国力量

的最好注脚。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中，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一盘棋，

决策顺畅，执行高效，共同抵御了艰辛

的严冬。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着坚强

的中国人民，凝结成坚如磐石、牢不可

破的生命共同体。

13 亿中国人民同心协力、和衷共

济，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这种

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是我们的民族从

历史深处走来的内在力量，显示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

力。今天，我们更加接近中国梦，也更

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国梦。这个

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来实现。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切

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发挥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每

个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享有同祖国

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就一定

能够依靠人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和

集中起来的无穷智慧，万众一心地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六论共圆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王晋报道：风云三
十载，激情写华章。今天，经济日报社以在京举行简
朴而庄重的座谈会形式纪念创刊 30 周年。不同时
期进入报社的职工代表 130 多人会聚一堂，深情回
顾报社 30 年不寻常的奋斗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展
望发展前景。

1983 年 1 月 1 日，《经济日报》正式创刊。这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之后，创
办的第一家以“经济”命名的中央级党报。30 年来，

《经济日报》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锐意改革创新，
不断提高新闻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为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
力，《经济日报》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
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国内外了解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窗口，企业获取经济政策和信息的重要渠道，
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生活的良师益友。

30年来，《经济日报》始终走在中国媒体传播技术
创新与进步的前列。1987年，《经济日报》在全国率先
采用激光编辑排版系统，中国报业真正踏上了告别“铅
与火”的征途；1998年，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迎来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2003年，作为国家重点新
闻网站的中国经济网正式上线，开启了进军新媒体领
域的新天地；2009年，报社（集团）文化体制改革站上
重要的历史节点，由试水探索转向具体实施；2012年9
月，中国经济传媒集团公司正式组建，打造具备相当规
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中央级大型传媒集团公司的新梦想
由此起航。《经济日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事业不断
取得新的突破，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新闻精品。报社（集
团）的业务内容不断丰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传播能
力不断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国际部原主任汪
朗、策划部张曙红、人事部徐立京、总编室张伟、财经部
崔文苑分别代表不同时期入社的职工发言。他们回顾
了《经济日报》30 年来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的难忘历
程，表达了经济报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决心。

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代表编委会讲话。他
强调，“为‘中国梦’的实现而践行中央党报、财经
大报的应有担当，是《经济日报》的历史使命，是经
济报人的神圣职责。经济报人的发展梦，国际知名
财经大报的崛起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他
表示，《经济日报》全体员工要以创刊 30 周年为新
的起点，发扬传统，接力奋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建成“高端权
威、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报的经济报人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挺立时代潮头 书写激情华章

经济日报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
部今日发布通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农民的粮食
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出
1700.55 亿元。为支持做好春耕备耕，大部分补贴
资金已预拨到位。

据悉，中央财政安排了 151 亿元种粮农民直接
补贴，原则上要求发放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农资
综合补贴按照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化肥、柴油等农资
价格变动，遵循“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
则及时安排和增加补贴资金。1月份，中央财政已预
拨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071亿元。良种补贴政策对水
稻、小麦，玉米，棉花，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长江流域
10 个省市和河南信阳、陕西汉中和安康地区的冬油
菜，藏区青稞实行全覆盖，对马铃薯和花生在主产区
开展试点。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所有农
牧业县（场），财政部已在去年将第一批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 200亿元指标提前通知各省区市。

中央财政安排1700亿元涉农补贴
大部分资金已提前拨付到位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国家
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出通知，决定 27 日零时起降低国
内成品油价格，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310 元和 300 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 号汽油和 0 号
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 0.23元和 0.26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出台了新的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改革方案：将成品油调价周期由 22 个工作
日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取消挂靠国际市场油种平均
价格波动 4%的调价幅度限制；适当调整国内成品油
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品种。同时，要求进一步
做好对种粮农民、城市公交及困难群众生活的保障
工作。 （相关报道见八版）

国内成品油价格27日零时起下调
调价周期缩短至10个工作日

2012年 5月 19日凌晨，菊美多吉走了。
噩耗很快传遍了雪山草地，干部群众无

不悲痛惋惜。藏族老乡们在家中点亮一盏盏
酥油灯，为他祈福。乡亲们说，菊美乡长没
有走，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
的“尼瓦”（藏语：最亲近的人）！

这位年仅 33 岁的康巴汉子，将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甘孜藏区，用短暂的生命
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唱响了一
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干部的青春之歌。

他这样走完人生最后旅程

2012 年 5 月 18 日，四川甘孜州道孚县
瓦日乡，雨一直下。早上 8 点钟，乡长菊美
多吉接到通知：“9 时在瓦日乡列瓦村活动

室召开尧日村村组干部会议，开展政策宣传
工作。”他骑上摩托车，沿着泥泞的山道向
列瓦村急驶而去。

会议直到 12 点钟才结束。“涉及内容较
多，为了方便群众理解，菊美多吉用本地话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道孚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崔彩云回忆说，会后，菊美多吉说头
很疼。同行的干部知道他患有严重的高血
压，都劝他休息一下，被他拒绝，“我没事
的，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匆匆吃过午饭，他又骑着摩托车赶往鲁
村走访村民。“劳动力是不是都在家，遇到
啥困难没有？”“家里老人身体咋样？孩子学
习成绩好不好？”⋯⋯各家各户有什么困
难，有什么建议，菊美多吉都一一记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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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

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一大批党员干部

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挚爱，满腔热

情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深得老百姓的

拥护和爱戴，展现了广大基层干部一心为

民的公仆情怀、务实进取的敬业精神。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最美基层干部”

专栏，反映各地涌现出的基层干部先进典

型，讲述他们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的感人故事，展示他们一心为

民、清正廉洁的崇高品格和良好形象。

开 栏 的 话

抢救东北“潮粮”

春节过后，黑龙江、吉林部分地区农民
遭遇玉米卖难。随着气温回升，那些水分含
量过大的玉米再不及时烘干，将面临霉变危
险。客观地看，玉米暂时的销售困难有多重
偶然因素，不能因此动摇粮食生产，要时刻
注重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5 版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据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亚洲经济一
体化进程》2013年度报告，亚洲商品贸易依
存度已从2007年的53.1%上升至2011年
的54.1%；区内直接投资依存度也由2008
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29%。亚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呈现明显加速趋势。 4 版

我国首次摸清水利“家底”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26日发布。
公报显示，我国经济社会年度用水量为
6213.2亿立方米；我国共有流域面积50平
方公里及以上河流 45203 条，总长度为
150.85万公里；共有水库98002座，总库容
9323.12亿立方米。 8 版

“我为什么公开道歉？”

“反转基因斗士”、英国著名科普作家
马克·林纳斯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披露其为
何在牛津农业会议就诋毁转基因做法公开
致歉——“这完全是对非自然的科技力量的
深层恐惧”、“对待转基因要有科学、理性的
态度，不能一棍子打死”。 16 版

人物介绍
菊美多吉，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道孚县木茹乡格村人，藏族。1979
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01
年4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道孚县扎拖乡、
龙灯乡等高海拔地区基层一线工作，历
任副乡长、副书记、乡长等职务。2010
年12月交流到瓦日乡工作，任党委副
书记、乡长。2012年5月19日，因工作
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不幸殉职，年仅
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