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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交通运输推
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便捷高效、安全绿色
的交通运输现代物流服务体系。这是我国
首次在大交通的体制框架内，对整个交通
运输推进物流业发展作出的统筹安排和总
体部署。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
庆详细解读了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 提出，要坚持“市场为
主、政府引导，统筹规划、稳步推进，因
地制宜、创新驱动，立足行业、协同发
展”的基本原则，建设便捷高效、安全绿

色的交通运输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具体体
现在运输结构不断优化，运行效率和质量
显著提高；市场主体快速成长，组织化程
度大幅提升；科技引领作用增强，标准
化、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重点领域加快
发展，专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市场秩序
进一步规范，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针对当前物流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突
出，物流基础设施结构、市场主体结构、
运力装备结构等不合理；组织化程度整体
不高，多式联运、网络化运输等先进的运
输组织方式发展缓慢；技术手段落后等重

点和难点问题，孙国庆强调，《指导意
见》 为此特别明确了推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的七项重点任务，即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和网络；大力
创新发展先进运输组织方式，积极推进多
式联运发展；有效提升运输装备技术水
平；着力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加快推进交
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加快推动
重点领域物流发展；切实改善发展环境。

对于如何促进 《指导意见》 的落实，
孙国庆表示，《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在
政策支持方面，进一步研究制定推进物流

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重点加强物流枢纽、
物流信息化、运力结构调整、农村物流、
多式联运、零担快运、中小企业联盟等方
面的政策研究，鼓励先行先试、典型引
领。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
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鼓励和规范
民间资本进入物流领域。

此外，孙国庆表示，交通运输部下一
步还将着手研究制订细化落实 《指导意
见》 的部门分工方案，分解主要任务和重
点工作，明确承担部门，细化年度工作目
标和具体措施，积极推动相关工作的落
实。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应当认真贯彻落
实，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强
化部门合作，逐步推动建立健全协同推进
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加强 《指导意见》 的宣传
和推广，推动形成政府、行业、企业、社
会各方共同努力，协同推进物流业健康发
展的良好局面。

为物流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谈 《交通运输推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推进物流业健康发展七项重点任务：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

通道和网络；大力创新发展先进运输组织方式，积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有效提升运输

装备技术水平；着力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加

快推动重点领域物流发展；切实改善发展环境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许跃芝报道：国务院法
制办今天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规定，个人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建立纳税人识别号
制度，将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的范围由“从事生产经营
的纳税人”扩大到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有纳税人，并规
定可以对个人取得收入单位与纳税相关的账簿和资料进
行税务检查。

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向税务
机关提供所掌握的涉税信息，明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
当提供的涉税信息范围，并规定涉税信息管理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制定。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过失未缴
或者少缴税款造成漏税的，税务机关除按照本法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追缴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税款滞纳金外，可
以处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20%以下的罚款。

国务院法制办

征求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意见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近日，民政
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和单位
对 5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5
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风雹、地质灾害为主，干
旱、低温冷冻、雪灾、沙尘暴、地震等灾害和生物灾害也
有不同程度发生，灾情较近年同期偏轻。各类自然灾害共
造成全国 6717 万人次受灾，52.6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4.5 万间房屋倒塌，22.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
面积 4905 千公顷，其中绝收 178.4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 402.2亿元。

民政部、国家减灾办

5 月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 402 亿元

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审计署按照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积极跟
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在国家治理中有效
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当好公共财政“卫
士”，针对不同项目，开展了多次审计工作。

审计组织和方法不断创新

审计人员在三峡工程审计中，积极创
新审计方法，大量采用信息化手段，提高
了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此次三峡工程竣
工决算草案审计由审计署统一组织实施。
考虑到审计工作量大、专业性强等因素，
审计署在审计过程中从中央企业和社会中
介机构聘请了近 300 名熟悉水电工程技术
和工程造价的专业人员参加审计。审计署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组织 12 个特派办对
三峡枢纽工程和输变电工程进行了竣工决
算审计，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组织 14
个特派办对移民资金进行了审计。

在枢纽和输变电工程审计中，固定资
产投资审计司负责组织协调、审计质量检
查和汇总报告等工作，并承担部分非合同
项目造价审计任务；12 个特派办审计人员
分为 12 个审计小组，分别承担其他费用和
部分非合同项目造价审计、工程建设管理
和资产管理审计等任务，并指导中介机构
人员开展工程造价审计工作。

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副司级审计员罗旭
光介绍说，武汉特派办在三峡移民资金决
算审计中，针对移民工程中隧道等隐蔽工
程的混凝土厚度、施工规范性等审计难
点，积极应用探地雷达检测技术，通过发
射和接收高频电磁波，利用电磁波在地下
介质传播时遇到存在电性差异的界面会发
生反射的原理，根据接收到的电磁波波
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特征推断地下介
质的空间位置、结构、形态和埋藏深度。

同时，“我们还将施工设计图纸导入
工程制图软件计算出设计的工程量，与检
测机构报告的数据比对寻找差异，重点检
查施工单位是否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有
无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质量隐患等问题，实

现了对建筑领域隐蔽工程审计的突破。”
罗旭光说。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100%

按照国务院要求，自三峡工程开工后，
审计署先后组织对三峡枢纽工程和输变电
工程进行了 6 次审计，对移民资金进行了
13 次审计。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国务院三
峡办、地方党委政府、三峡集团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和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全面进行
了整改，制定和完善了 140 多项管理制度
和措施，强化了工程建设和资金管理。

“通过对三峡工程竣工决算草案审计，
如实反映三峡工程决算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客观评价工程建设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和建
设效果，为三峡工程进行全面竣工验收提供
了重要依据。”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说。

三峡集团主动接受审计监督，2007
年商请审计署对三峡集团投资建设的金沙
江水电工程开展跟踪审计，建立了金沙江
水电工程的长效审计监督机制，对有序开
发金沙江水电资源，规范投资方建设管理
行为，搞好移民安置和环保，提高投资效

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三峡集团公
司党组巡视员李惠敏在谈到审计整改情况
时说，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审计整改率
达到 100%。

审计署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副司长
周晖介绍说，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审计机关对国务院三峡办、三峡库区
的重庆市与湖北省和外迁移民安置涉及的
四川、上海等 10 个省 （直辖市） 及相关
市县区三峡工程移民资金决算情况进行了
审计。

对于在审计中发现的违规使用移民
资金等问题，以及移民派生资金筹集使
用不规范、移民工程项目造价不实与招
投标不规范、移民管理机构和迁建单位
资金财务决算编制不规范等问题，国务
院三峡办、湖北省和重庆市高度重视，
整改率达到 100%。

“全部收回被挤占挪用等违规使用的
移民资金；移民管理机构和迁建单位资金
财务决算编制不规范等问题涉及的移民资
金也通过重新编制决算报表、调整账务处
理等措施，全部整改到位。”周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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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有效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当好公共财政“卫士”——

审计监督有效促进三峡工程建设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版编辑 于 泳 周颖一

本 报 北 京 6 月 7 日 讯 记 者 陈 小

力 王新伟从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专注于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高端国际论坛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
会，将于 7 月 19 日至 21 日在贵阳国际会
议会展生态中心举行。据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介绍，本次论坛主
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包
括绿色产业、绿色城镇、绿色消费引领可

持续发展 3 个重点。届时中国政府领导
人、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相
关机构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海内外知名企
业、商界代表 1000多人将出席论坛。

与会嘉宾将围绕绿色发展与产业转
型、和谐社会与包容性发展、生态修复
与环境治理、生态文化与价值取向 4 个
议题发表主旨演讲。还将举办专题分论
坛，聚焦可持续高效能源、食品安全与
生态农业、绿色建筑与房地产未来、循

环经济与生态产业新城、生态旅游业的
未来 5大产业。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09 年至
2012 年已经成功举办 4 年。作为展示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论坛
成为政府、企业、专家和学者等多方参
与、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索和
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是继博鳌亚洲论
坛后又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高端国
际论坛。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7月举行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亢舒从商务部新闻办获
悉：据统计，截至今年 5 月 29 日，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
的 2238 家单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完成备案。其中，集团
发卡企业 137 家，品牌发卡企业 92 家，规模发卡企业
1588 家，其他发卡企业 421 家。江苏、上海、北京、山
西、浙江等地的备案企业数量居于全国前列。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已备案企业发行单用途预付卡
1.38 亿张，发卡金额 （含充值） 1296.89 亿元，季末预收
资金余额 1339.73亿元。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对 4863 个企业发卡网点开展了单用途预付卡检查，
对 265 家企业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责令 260 家限期改
正，罚款 5 家。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业务报告不及
时、信息填报不准确等问题。

商务部

单用途预付卡备案企业超2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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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郁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立即组织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排查隐患，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安全健康合
法权益。

《通知》要求，地方总工会要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或
独立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继续加强对煤矿、建筑、化工、民
爆等高危行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排查治
理；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加强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对影响职工身体健康的职业危害源
点进行重点监控。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督
促、跟踪企业及时整改，同时通报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工会
要在广大职工中开展“查隐患、堵漏洞、保安全”活动，组织
职工开展岗位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完善隐患举报奖励制度，
对危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的突出问题，要督促企业行政落
实整改措施。

《通知》强调，企业工会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强化通过职代会等形式审议企业劳动安全卫生规划、
措施，落实职工安全生产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强令职
工冒险作业，危害职工安全与健康的行为，要依法采取果断
措施予以制止。

全国总工会

坚决制止危害职工安全健康行为

本报讯 记者徐红报道：据了解，我国
已建成包括 10 架以上遥感飞行平台的“中
国航空高分遥感网”雏形。

由科技部航空遥感数据获取与服务技
术创新联盟联合盟内企业共同打造的该遥
感网，可同时在多个地区开展高效率、高强
度、高度机动灵活的大规模航空高分遥感
作业，形成年产 50 万平方公里以上高分遥
感数据能力，将我国航空高分遥感数据采
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航空高分遥感网初步建成

本报讯 记者周琳 徐胥报道：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CGIAR）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共同
主办的“中国与 CGIAR 合作 30 年论坛”日
前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自1984年我国成为CGIAR成
员国以来，双方30年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我国从 CGIAR 下属研究中心无偿获得小
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近 5 万份；
CGIAR在我国的合作伙伴达50多个单位，
合作项目达 200 多项；CGIAR 下属研究中
心为我国培养各类科研人才5000余人。

中国与CGIAR合作30年成果显著中国与CGIAR合作30年成果显著

本报北京6月7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日前，商务部新
农村商网组织开展支援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农产品推介服务
活动，搭建了“雅安农产品网上对接服务平台”。该平台涉
及正在或陆续上市的绿茶、生姜、樱桃、金花梨、枇杷、猕猴
桃、山药、苹果等雅安地区特色农产品及商户信息，上市销
售时间从今年 5月份至 12月份。

据了解，对接服务平台旨在缓解雅安地震可能带来的
当地农产品“卖难”问题，由商务部新农村商网与四川省商
务厅、雅安市商务局、农业局合作收集灾区农产品销售信
息，通过信息发布、咨询互动、购销对接等方式，为灾区农产
品营销拓展推广渠道，帮助受灾农户降低经济损失。(平台
网 址 ：http://nc.mofcom.gov.cn/zhuanti/yaan/index.
shtml)

雅安农产品网上对接服务平台上线
上市销售时间为今年 5月至 12月

6 月 7 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同方川崎空调设备公司，工人在生产作业。日前，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同方川崎“国家

级吸收式热泵产业化示范项目”二期竣工，与一期项目一起，可实现年产吸收式热泵 1650 兆瓦，产值近 4 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吸

收式热泵研发基地。 新华社记者 王 民摄

本 报 大 连 6 月 7 日 电 记 者 李 天

斌 苏大鹏报道：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今天宣布，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一期 1 号机组 6 月 6 日
完成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经辽宁省电力
公司确认合格，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据测
算，已经投入商运的 1 号机组每天发电量
可达 2400 万千瓦时，能满足大连市 1/4 的
用电需求。

中广核集团新闻发言人胡光耀说，随
着红沿河核电站 1 号机组的商业运行，我
国在运核电机组数量增加到 17 台，总装机
容量 1477万千瓦。

红沿河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