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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本版编辑 陈 艳 牛 瑾

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黄晓芳报
道：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编
制 的《全 国 老 工 业 基 地 调 整 改 造 规 划

（2013-2022 年）》。《规划》提出将振兴工
作由前期以东北地区为主向巩固深化东
北、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振兴转变，把
工作重点放在老工业城市调整改造上。

《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老工
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行动纲领，范围包括 95
个地级老工业城市和 25 个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省会城市的市辖区，涉及 27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规划》提出，到 2017 年，老工业基地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重要进展，节能减
排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增强；
城市内部空间布局得到优化，城区老工业

区调整改造全面展开；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改革开放
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明显增
强。到 2022 年，老工业基地现代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城区老工业区调整改造基本完
成，良性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为建设成为产
业竞争力强、功能完善、生态良好、和谐发
展的现代化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规划》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
础性作用，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大
扶持力度，努力实现调整改造目标。一是
投资政策方面，中央、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2013 年起，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城区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等。二
是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大

对老工业基地的转移支付力度；研究将发
展滞缓或主导产业衰退比较明显的老工业
城市纳入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范围，统筹解决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棚户区改造地方配套
资金缺口、停产倒闭的国企人员身份置换
等问题。三是融资政策方面，创新融资模
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
投资公司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组织实
施城区老工业区综合改造；支持符合条件
的整体搬迁企业发行债券，用于企业搬迁
改造；支持商业银行在老工业基地设立分
支机构等。四是土地政策方面，根据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用地需求，在编制下达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时适当倾斜；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安排土地整治项目时，优先考虑老工
业基地工矿废弃地治理和土地复垦等。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获批
将在资金、土地政策等方面扶持振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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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总 4 月 2 日发布统计数字称，
当前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达 1.1 亿亩，其中
作物受旱面积 5234 万亩，有 661 万人、424
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全国旱情与常年同期相比呈偏轻态
势。但是，云南、四川、甘肃等省耕地受旱
面积均高于多年同期平均值，旱情较重。”
国家防总办公室督察专员张旭分析指出，
目前云南、四川、甘肃等省的旱情发展较
快，与 3 月初相比，云南省和四川省作物受
旱面积分别增加 662 万亩和 465 万亩。并
且部分地区存在水利工程蓄水不足的不利
情况，其中，云南省昆明、玉溪、楚雄等地蓄
水量比常年偏少2成，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
山州部分县（区）蓄水量比常年偏少3成。

根据旱情发展，国家防总及时启动抗
旱Ⅳ级应急响应，在前期下达 1.2 亿元特
大抗旱补助费的基础上，商财政部再次紧
急下拨 13.8 亿元特大抗旱补助费，组织旱

区 1172 支抗旱服务队投入抗旱设备 6 万
多台套，应急打井 1.37 万眼，拉水送水 45
万吨，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1000多万亩。

“在一系列紧急措施作用下，目前旱区
没有出现群众因旱喝不上水的情况，部分
地区小春作物受旱减产，但这种现象并不
普遍，旱情对农业生产全局影响不大。”张
旭分析。

近年来，我国多地屡遭旱情所困，特别
是云南省自 2009 年秋冬以来，已连续 4 年
发生严重干旱。张旭坦言，干旱背后，成因
复杂。首先，今年云南平均降水量较历年
同期偏少 49%，河道平均来水量偏少 39%，
其次，连续四年遭遇干旱，云南省干旱的时
间、区域出现了叠加效应，此外，云南省多
年平均降雨量达 1000 毫米左右，但仍需
抗旱，暴露出当前水源工程蓄水能力不够，
工程性缺水问题依然严重。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库塘蓄水 53.6
亿 立 方 米 ，比 旱 灾 最 重 的 2010 年 多 蓄
11.11亿立方米，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数少
501.4 万人，农作物受旱面积少 1334.2 万
亩。“但云南等地的工程性缺水问题很难短

时间内完全解决，一来历史欠账太多，二来
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成并发挥作用需要较
长周期。”张旭表示。

抗旱工作任务艰巨，但水利部门已提
前做好准备，将尽可能多引、多提、多拦、多
蓄，努力增加库塘蓄水，抓紧兴修各类应急

抗旱水源工程，特别是对小水库、小塘坝、
小水窖、小泵站、小水渠进行清淤、扩容和
改造，增加抗旱水源。并且已从 6 月底前
无有效降雨的最不利情况出发，倒排供用
水计划，以合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确保旱
区群众饮水和春灌顺利进行。

全国旱情总体偏轻，局地较重——

做 足 准 备 旱 情 可 控
本报记者 张 雪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近日，中央财
政下拨 2013 年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新网工
程”）资金 14 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全国供销社系统推进农业
生产资料、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四
大网络建设。

据了解，中央财政也曾设立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工程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农资和农副产品服务网络的
改造运营。

专家认为，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将有利
于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流通产业，
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便民惠农，拉动农村消费，促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及和谐社会建设。

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常理报道：工业和信息化
部今日公示了第一批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的 45 家企
业。这 45 家钢铁企业 2012 年合计产量 3 亿吨，占当年全
国粗钢产量的 41.4%，其中包括宝钢、鞍钢、武钢等国有企
业，也包括沙钢、方大特钢等民营企业。

为了与现行政策、规划、标准相衔接，适应我国钢铁行
业实际发展水平，201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了《规范条
件》并向社会公告，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规范条
件》发布后，得到了行业的广泛认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
料司副司长苗治民告诉记者，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分批公告
符合《规范条件》的钢铁企业名单，并根据行业发展需要，适
时修订完善《规范条件》，力争到“十二五”末，将 80％左右
的现有钢铁产能纳入到规范管理范畴。

首批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公示
化解产能过剩全面规范行业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
道：针对当前部分地区旱情持续发展、小
麦病虫害重发的严峻形势，农业部于 4 月
2 日启动农业防汛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
出 6 个由司局级领导带队的督导组，分赴
河北、河南、山东等12个夏粮主产省区，开
展抗干旱防病虫保丰收督导活动。

督导组将深入夏粮主产省区生产一
线，与当地农技人员一道，开展查墒情、苗

情、病虫情，制订完善中后期田间管理技
术方案，指导农民因时因墒因苗落实田管
措施。针对部分地区旱情持续发展的情
况，指导农民落实抗旱浇水施肥措施，促
进苗情转化和小麦正常生长发育，提高单
产水平。指导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完善防
控预案，适时开展应急防治，大力推进统
防统治，特别督促各地落实好“一喷三防”
政策，实现“虫口夺粮”。

本报西安 4 月 2 日电 记者苏琳报道：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今天在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座谈会
上表示，我国将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健全专业技术人才
评价发现机制。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2009 年 2 月启
动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在中小学教师职务
系列中增加正高级职称。目前，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扩大试点已全面推开，职业资格清理规范取得阶段性成果。

王晓初表示，今后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分
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主
体系列分类改革，在扩大试点基础上，全面开展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启动工程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试点，研究
提出会计、技校等系列职称改革意见。

我国将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健全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本报讯 由中国青年报社、KAB 全
国推广办公室、浙江上江南投资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寻访青年创业先锋”活
动，日前在北京启动。从即日起到 7 月
上旬，将发动各高校 KAB 创业俱乐部等
展开寻访活动，参与者需在活动官网提
交“青年创业先锋”推荐表，寻找身边的
优秀青年创业先锋。 （张连昆）

农业部督导组赴夏粮主产区抗旱农业部督导组赴夏粮主产区抗旱

寻访青年创业先锋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第十五
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将于 4 月
18日至 21日举行。据悉，本届鞋博会以

“魅力鞋博盛会，活力智造名城”为主题，
旨在打造城市与产业的灵动结合。本届
鞋博会设置 1700个国际标准展位，分设
鞋类成品、鞋业机械和鞋材辅料等三大
传统展区及科技馆、招商馆、台湾馆等。

中国（晋江）国际鞋博会将办

4 月 2 日，在广西柳州市融安

县板榄镇东岭村茶园，瑶族妇女

在采摘茶叶。清明临近，地处桂

北大石山区的广西融安县板榄镇

进入“明前茶”采摘旺季，当地瑶

族 同 胞 抢 抓 农 时 ，采 摘 绿 茶 新

茶。板榄镇东岭村是瑶族聚居

地，当地海拔高，气候适宜茶叶生

长，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种茶、

采茶是当地瑶族同胞增收致富的

重要渠道。

谭凯兴摄（新华社发）

瑶乡忙采“明前茶”瑶乡忙采瑶乡忙采““明前茶明前茶””

本报上海 4 月 2 日电 记者李治国今
天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
上海出现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并有 2
例死亡病例的情况，上海市政府决定，从今
天起全面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 III 级响
应，全市各相关部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将
全面投入对流感疫情的监测与防控工作。

上海市卫计委主任徐建光表示，上海
启动流感三级应急预案后，确定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为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加强发热门诊，发现符合
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及时启动报
告和处置流程；医疗机构认真落实病例消
毒、隔离措施，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表示，截至
目前，上海没有获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
新报告。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殷欧表示，经
过上海全市全面排查，目前没有发现禽流
感疫情和猪的疫情，目前上海市场的鸡肉
和猪肉可以放心食用。

上海启动流感流行

应急预案Ⅲ级响应
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吴佳佳

今日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
江苏省确诊 4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
例，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 7 例 H7N9 禽流
感患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称，目前
对 H7N9 禽流感病毒认识尚十分有限，但
严密监视尚未发现全国流感活动水平异
常升高。中国 CDC 卫生应急中心主任冯
子健研究员称，此次人感染的 H7N9 禽流
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

测系统。但非典过后，我国建立了不明原
因肺炎监测系统，近年又建立了国家重大
传染病监测系统，这使得此次疫情得以及
时发现。

专家提醒，面对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疫情莫惊慌。一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比如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等；二
要注意加强营养，增强个人体质；三要避
免接触和食用病（死）禽、畜；四是一旦出
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尤
其是出现高热、呼吸困难者，应及时就医。

全国发现 7 例 H7N9 禽流感患者

专家提醒公众应对莫惊慌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
道：世界卫生组织 4月 1日发表声明说，中
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向该
组织通报了经过试验室检测确认的 3 例
H7N9禽流感病毒致人感染病例情况。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对中国官方此次
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应对予以肯定，认为官
方有效监控病毒，加强投入实验室的力
量 ，并 对 患 者 进 行 了 科 学 救 治 及 病 毒
防控。

世卫组织肯定我国应对措施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杜铭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
悉：今年 3 月以来，全国雾霾日数为 3.3 天，比常年同期偏多
1.1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气象原因是：3 月我国大部分地
区受高空的高压脊控制，大气环流形势相对稳定，大气层
结 稳 定 ；加 之 冷 空 气 势 力 不 强 ，缺 乏 驱 散 雾 霾 的 动 力
条件。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陈振林表示，有关部门从 4 方面完善了预警服务。一是加
强部门会商，提高沙尘、雾霾天气预报的精细化程度和准确
率，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积极做好决策气象服务。二是及时
通过电视、广播、显示屏、短信、报纸、微博、网站等向公众发
布沙尘、雾霾等预报预警信息及气象服务产品。三是加强
与交通、环保等部门的密切合作，联合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四是积极做好气象科普，增强公众防范意识。

中国气象局加强雾霾天气预警服务
3月全国雾霾天数创 52年来新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抓好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和管理，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满意房。

今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 470 万套、新开工 630

万套，继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

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包含国有林区、垦区和

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以及农村危

房改造。我国提出，“十二五”时期，将建设 3600万套

城镇保障性住房，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

右，力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 2009

年至今，我国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09

年完成80万农村贫困户的危房改造，2010年、2011年

和 2012 年分别完成 120 万、265 万和 400 万农村贫困

户的危房改造。

（本报记者 亢 舒整理）

保障性安居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