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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4 月 26 日 讯 记 者 刘

瑾 董碧娟报道：26 日 12 时 13 分 04
秒，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的首发星“高分一号”卫星。这是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第 19 次发射任务，
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175 次发
射。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装载于荷兰
研制的两个卫星分配器中的三颗微小卫
星，三颗微小卫星分别由土耳其、阿根廷、
厄瓜多尔研制。

据悉，“高分一号”卫星是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首发星，是我国首
颗设计、考核寿命要求大于 5 年的低
轨遥感卫星，可实现在同一颗卫星上
高分辨率和宽幅成像能力的结合，将
在国土资源调查、环境监测、精准农业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高分专项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06—2020
年）》所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由天
基观测系统、临近空间观测系统、航空观

测系统、地面系统、应用系统等组成，于
2010年经过国务院批准启动实施。

据介绍，该专项工程的实施对于
加快我国空间信息与应用技术发展，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应用效能，
建设高分辨率先进对地观测系统，满
足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
全需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分一
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高分专
项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具有里程
碑意义。

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首发星——

“高分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今天，四川省为在芦山“4·20”7.0 级强

烈地震中遇难同胞举行哀悼活动。巴蜀大地，

一片肃穆，汽笛低回，仪式庄严，饱含着对逝

者的缅怀，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为遇难者静默。被山崩地裂的灾难

夺去生命的同胞，壮烈牺牲的抢险救灾战士

与 奔 赴 灾 区 的 志 愿 者 ， 都 是 与 我 们 骨 肉 相

连、血脉相通的亲人。我们用哀思诉说难舍

难离的挚爱，分担骨肉同胞遭受的痛楚与悲

伤，在悼念中凝结起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

信念与决心。

我们为救援者感动。人民高于一切，生命

高于一切，这是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芦山强

烈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发出做好抗

震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国务院迅速启动抗震

救灾 I 级响应。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舍

生忘死、冲锋陷阵，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紧急

动员、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抢救被困人员，想

方设法安置受灾群众。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

各界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

神，调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灾区抗震

救灾，踊跃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争分夺秒的

生死营救，爱心涌动的无私奉献，血脉相连的

手足真情，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任何艰

难困苦，一路披荆斩棘，奋力夺取抗震救灾的

全面胜利。

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

一方面要继续做好搜救被困群众、救治伤员

的工作，同时灾后安置、防范次生灾害和重

建家园的任务也十分紧迫而繁重。打赢抗震救

灾这场硬仗，需要真情更需要干劲。穿越风

雨，铸就坚强，每一次的灾难总是让中国人民

更加不屈不挠，让中华民族更加顽强奋发。让

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废墟上挺起脊梁，用

心去温暖受伤的土地，用爱去重建美丽的家

乡，携手并肩迈向新的幸福与希望！

穿越风雨

铸就坚强
本报评论员

2.41平方公里的世界园艺博览
会 园 区 ， 拉 动 了 大 于 其 80 倍 的
194 平方公里的世园生态都市新
区，进而大大缩小了城市的南北差
距，这是眼下青岛市正在做的一件
事。青岛用这种四两拨千斤般的巧
妙方式，书写着平衡发展、统筹发
展的大文章。

青岛是 2014 年世界园艺博览
会的举办城市，世园会的地址选在
青岛城市北部的百果山森林公园。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区域，
十几个村庄虽然紧邻城市，但道路
狭窄且坑洼不平，房屋低矮破旧，
与青岛城市南部“红瓦绿树、碧海
蓝天”的旖旎景象，形成了鲜明对
比。世园会的举办为缩小青岛城市
的南北差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
机，青岛市把世园会放在这里，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4月 25日，记者在青岛世园会
园区看到，这个沿山体南坡从上而
下建设的园区已经初具规模。造型
各异的展示场馆、波光粼粼的大小
湖泊、蜿蜒起伏的林荫大道、七彩
斑斓的鲜花片区以及遍布园区的各
色植物等，足以让人窥见其壮观和
美丽的远景。据青岛世园会执委会
秘书长李奉利介绍，青岛世园会定
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
举行，目前，全球五大洲有 35 家
参展方，全国所有省区市包括港澳
台地区也全部确认参展，真正实现
了“五洲聚会，中华团圆”。

虽然世园会园区尚在建设中，
但其拉动效应已开始显现。记者在
世园会周边的李沧区东部区域看
到，发源于百果山的李村河，已经
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形象，河道里

一汪清水潺潺流淌，两岸间花红柳
绿、雀鸟鸣唱；沿着河道，高楼大
厦取代了过去的破旧平房，宽敞平
坦的公路纵横其间，草绿树密的绿
化带随着公路起伏延伸，一个依托
于世园会的现代化生态新城，已蔚
然成型。

不过，青岛市并不满足于这
就近的拉动，他们要把世园会的
拉动效应充分放大，让其成为缩
小南北差距，实现平衡发展的突
破口。为此，青岛市打破行政区
域界限，规划了以世园会园区为核
心，横跨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
三个区域，面积达 194 平方公里的

“世园生态都市新区”。据悉，目前
青岛市向全球公开征集的概念性规
划方案已经完成方案整合及专家评
审，下一步，将按照“园、林、
城、区”的战略时序逐次展开规划
建设，其目标则是打造绿色、低
碳、安居、兴业、休闲的现代化生
态型新城区。

规划虽未完全落定，但围绕
世园会抢抓机遇，却已成为青岛
人的共识。在离世园会稍近的地
方，部分高星级的酒店已开始建
设，打破了这些区域无星级酒店
的历史；一些绿色环保的高科技
企业也相继落户，他们看好的就
是这里正在巨变的综合环境。再
放眼到百果山北面、距离稍远的
城阳区夏庄镇，不单已有全国著
名的地产公司落户打出生态居住
的概念，更有围绕着世园会建起
的大型花卉种植和交易市场，还
借机将旅游、休闲、采摘、登山
形成了产业链条⋯⋯世园会的带
动效应已开始在青岛慢慢发酵。

借力世园会缩小城市南北差距

青岛完美打造生态新城
本报记者 刘 成

借力世园会缩小城市南北差距

青岛完美打造生态新城
本报记者 刘 成

更多报道见五版、六版——

“抗震救灾特别报道”

眼下春耕春管进入关键时节，冬小
麦、早稻生产形势怎样？东北春涝、西
北春旱有何影响？对此有关部门有哪
些举措、农民又该如何应对？就这些问
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农业部种植业司
司长叶贞琴。

一问总体农情
四个标志意味开局良好

新闻现场：在河南的麦田里，农业部
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教授介绍
说：“今年小麦弱苗和旺长苗比例小，根系

下扎得比去年好，只要后期不发生大的灾
害，今年再获丰收不成问题。”

叶贞琴说，今年农业生产开局良好，
主要有四个标志：夏粮丰收有较好的基
础。目前冬小麦长势普遍好于上年同
期，绝大多数麦田群体适宜、长势均衡、
个体健壮，主产区、水浇地长势尤其喜
人；粮食意向面积稳中有增,预计全年粮
食意向面积比上年增加 0.61%；春播进
展总体顺利，目前播种进度与上年同期
相当。截至 4 月 25 日，全国已春播农作
物占意向面积的 33.4%；早稻生产形势

较好。春播以来，南方雨水充足、光照
较好，目前早稻育秧基本结束，秧苗长
势普遍较好，栽插过八成，进度快于去
年同期。

不过，粮食生产依然面临挑战，部
分地区旱情严重、东北地区春涝严重、
小麦病虫害威胁增大。去年 10 月至
今年 4 月 10 日，东北地区平均降水量
15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为
1952 年以来同期最多。据统计，目前
旱地水分饱和过湿面积仍有 9200 多
万亩。同时，东北地区自去年入冬至
今年 4 月 20 日，平均气温仅为零下

11.2摄氏度，为近 44年来同期最低。
进入 4 月以来，北方冬麦区大部

分地区出现降水过程，但降水分布不
均，西北东部等部分地区旱情持续发
展。11 个冬小麦主产省中 10 省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截至 4 月 25 日，
全国冬小麦因旱受灾 1800 多万亩。
此外，随着气温回升，预计 4 月下旬
至 5 月中旬小麦“三病三虫”（赤霉
病、条锈病、纹枯病，小麦蚜虫、麦蜘
蛛、吸浆虫）病虫害进入发生流行高
峰期。

（下转第三版）

春 耕 三 问 知 粮 情
本报记者 李 力 乔金亮

据农业部农情调度，截至4月25日，全国已春播各类农作物4.48亿亩，占

意向面积的 33.4%，进度比去年同期慢 2.8 个百分点。其中，粮食已播 2.4 亿

亩，完成25.4%，慢3.9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东北四省区受春涝低温影响，春播期推迟7至10天，已春播农

作物 1034 万亩，完成 2.1%，进度比去年同期慢 8.8 个百分点；华北地区已春

播农作物1409万亩，完成15.1%，进度比去年同期慢2.4个百分点，主要是近

期温度波动较大所致；黄淮地区已春播农作物 5189 万亩，完成 49.2%，进度

比去年同期慢1.9个百分点，主要因入春以来山东温度持续偏低，播期有所推

迟。此外，西北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西南、江南、华南进度则比上年同期分

别快3.5个、0.9个和0.4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吉蕾蕾整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4 月
25 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时强调，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
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
此前于 4 月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在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也提出，
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围绕
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又要增强针对性话题，本报记者对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进行了
专访。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保持宏观经济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贾康：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经
济形势并没有出现重大转变，虽然存
在一些复杂的因素，但宏观经济政策
的基本框架仍然适用。比如，在目前
全球经济出现不均衡复苏格局，不确
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妥善应
对信贷增长偏快和资产价格上涨的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同时有效地改善民
生，就需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和维护物价稳定。

另一方面，从 2012 年实施效果来
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
整、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保障民生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如 2012 年结构性减税
成效明显，12 省市 102.8 万户试点纳税
人直接减税达426.3亿元，整体减税面超
过90%。今年8月1日将试点推向全国，
这也体现了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在更大范围内惠及更多企业。

记者：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进

一步增强了针对性？

贾康：首先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
和国债规模。预算报告显示，2013 年
我国拟安排财政赤字 1.2 万亿元，比去
年预算增加 4000 亿元。这主要是考
虑到结构性减税的“翘尾”效应，今年
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可调用的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数额也较少，但
财政刚性支出增加，特别是要增加社
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保持对经
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都需
要适当增加财政赤字。

（下转第三版）

宏观经济政策：

既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又要增强针对性
——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本报记者 崔文苑从一季度数据看经济形势 ④

4 月 25 日，中铁隧道集团职工在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段对盾构机设备进行调试。当日，该段盾构机

调试工作完成，将始发掘进。据介绍，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段工程穿越亮马河、东北环铁路等风险源，

计划 2014 年 9 月 30 日贯通。东干渠工程是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北京市中心城和新城

主要水厂具备双水源供水的重要条件。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王信

川报道：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创建
一年来，有关试点县（区、市）先行先试，
大胆探索，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
得阶段性成果。

2011 年 12 月，农业部、人民银行、
银监会、保监会等四部门批准福建沙县
等 6 个县（区、市）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
试验区。记者日前在福建沙县、吉林九
台、广西田东、北京大兴 4 个试验区调研
时看到，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已初见成效。
福建沙县组建了多种农业担保公司，建立
村级融资担保基金，解决了农村贷款担保
难问题。吉林九台市建立了以农合机构
为主体，农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贷款
公司等为补充的金融体系，解决了金融
投入不足问题。广西田东县推出了小额
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产品，解决了农户
贷款难问题。北京大兴区引导金融机构
在乡镇设立“三农”专营机构，解决了农
村金融服务竞争不充分问题。

（详细报道见十三至十六版）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取得阶段性成效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取得阶段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