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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3年 5月 6～13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

状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本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2 个监测断面，12.5%的断面水质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

中Ⅳ类占 28.2%，Ⅴ类占 6.2%，劣于Ⅴ类占 53.1%。与 2012 年同

期和上个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Ⅲ类的比例均增加了

3.1%。苏沪边界 5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浏河太和大桥 1 个断面为

Ⅲ类，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急水港周庄大桥 2 个断面为Ⅳ

类，千灯浦千灯浦桥 1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吴淞江石浦大桥 1 个

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 13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南横塘

长村桥、頔塘苏浙交界处 2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芦墟塘陶庄枢

纽、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其它 9 个断面水

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丁栅港丁栅枢

纽、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坟头港大舜枢纽、俞汇塘俞汇北大

桥 4个断面水质为Ⅳ类，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 1个断面

水质为Ⅴ类，其它 7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

金泽断面水质为Ⅳ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Ⅱ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 33 个监测点，分 9 个湖区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

本月太湖水域 0.3%为Ⅲ类，7.4%为Ⅳ类，11.4%为Ⅴ类，80.9%

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显示，本月太湖 19.1%的水域

为轻度富营养，80.9%的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

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 4.31㎎/L，氨氮 0.10㎎/L；

太湖营养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69㎎/L，总

氮 2.60㎎/L，叶绿素 a17.5㎎/㎥。与 2012 年同期相比，太湖

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标氨氮、总氮、高锰酸盐指数浓度

有所下降，总磷和叶绿素 a 浓度有所上升；富营养化状况有所

恶化。

淀山湖水质劣于Ⅴ类，为中度富营养；元荡水质为Ⅳ类，为

中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东南诸河 8 个省界水体监测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标准。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Ⅱ类。浙闽边界 7 个

河流监测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共评价省界河流缓冲区 37 个，4 个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10.8%。其中苏沪边界 5 个缓冲区，1 个水质达标；苏浙边界 13

个缓冲区，2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缓冲区，水质均不达标；

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

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区、元荡苏沪边界缓冲

区，水质均不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8个，全部水质达标。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3年 5月）

中央财政5亿元支持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

部今天宣布将下拨 2013 年中央财政疾病应急救助补
助资金 5 亿元，对身份不明确或无负担能力患者发
生的急救费用给予补助，支持各地建立疾病应急救
助制度。

根据今年 3 月份公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我国将设立疾
病应急救助基金，救助在中国境内发生急重危伤并
需 要 急 救 但 身 份 不 明 确 或 无 力 支 付 相 应 费 用 的
患者。

本报上海 6 月 26 日电 记者徐涵 黄鑫报道：我
国自主创新的 4G （第四代移动通信） 国际主流标准
TD-LTE以其优异的技术性能，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新一
代移动通信网络的重要选择。到今年 4 月底，全球已经
有 17 个 TD-LTE 商用网在亚洲、欧洲、大洋洲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运行，正在为数百万的消费者提供高速、稳
定的移动宽带服务。

在今天开幕的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尚冰说，全球移动通信业移动化、宽带化、
多媒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2012年全球移动互联网
用户已经突破了 20 亿户，占移动通信用户 30%，移动
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为全球电信运营企业、设备制造
企业、增值电信服务企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大力发展 TD-LTE 等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仅有利于促进信息通信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
还可以大幅度地拉动新型的信息消费，有效地带动经济
的增长和转型发展，意义深远。

据悉，全球 TD-LTE 的产业正在加快发展，截至
今年一季度，共推出了 166 款 TD-LTE 终端，包括 18
款智能手机，已经形成了涵盖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
试仪表等各个环节的比较完善的国际化 TD-LTE 产
业链。

尚冰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一代移动通信产业
的发展，中国移动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当前 TD-LTE
产业各个环节应注重五大发展方向，一是努力提升

TD-LTE产业整体水平，增强基站深度覆盖能力，要加
速 28纳米工业芯片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推动终端产品加
快成熟；二是加快推动新一代语音系统研究和测试进
程，继续完善语音解决方案；三是积极推动网络技术演
进，支撑好全球 TD-LTE 的商用化发展；四是大力推

进 TD-LTE 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强与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下一代互联网等的互动发展，不断提升经
济社会信息化水平；五是进一步发挥 TD-LTE 平台的
关键作用，推动融合组网，全球漫游等业务发展，推动
TD-LTE在全球更大的规模化发展与应用。

中移动全新语音系统方案抢滩 4G
实验网络将覆盖 100多个大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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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6月26日电 记者徐涵报道：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在今天召开的亚洲移动通信博
览会上表示，TD-LTE 产业已经成熟，今年下半年预
计 将 推 出 11 款 4G 智 能 手 机 ， 今 明 两 年 将 迎 来
TD-LTE终端多样化、规模化发展的黄金期。

据悉，4G 标准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移动通信
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主导的 TD-LTE 标准与国际通
行的 FDD 标准已经实现了全面融合，基于融合组网方
案的商用网络，已经在欧洲、亚洲开通，如中国移动
香港公司已经部署了融合网络，随着融合终端的产业
能力和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将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
优质的服务体验。

奚国华说，中国移动正在加速推进 TD-LTE 网络
建设，大规模实验网络已经覆盖了 15 个城市，建设了
超过 2.2 万个基站建设，下一阶段将覆盖超过 100 多
个大中城市，在年内建设基站数将超过 20 万个，设备
的招投标也已经开始。

随着 4G 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语音解决方
案十分关键，在移动通信会上，中国移动发布了基于
4G 网络的全新语音解决方案 VoLTE，此举引起全球
业界广泛关注。该方案能够带来更好的语音通信使用
感受，实现更丰富、更自然的高清语音通话，并与互
联网业务融合，从而提供远比窄带语音业务丰富的融
合业务体验和信息化应用。

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 记者顾阳从海关总署获悉：
今年前 5 个月，全国海关共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834
起，案值 154.7 亿元；立案调查走私行为案件 6654 起，
案 值 20.2 亿 元 ； 查 处 违 规 案 件 31025 起 ， 案 值 186.6
亿元。

海关加大对高风险行业走私的监控打击力度，1 月至
5 月立案侦办涉税千万元以上重特大案件 31 起，一批重
大走私犯罪团伙被铲除。严厉打击商业瞒骗走私，共侦
办一般贸易伪瞒报犯罪案件 253 起，案值 84.3 亿元。重点
防范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伪报、倒卖走私风险，侦
办加工贸易渠道走私犯罪案件 36 起，案值 9.4 亿元。

1 月至 5 月，海关共查获出口环节走私犯罪案件 87
起，案值 3.7 亿元。其中查获硅铁、稀土、石墨等资源性产
品案件 26 起，案值 2.6 亿元，维护战略资源安全和落实国
家管控政策。海关会同公安、税务部门继续开展打击出
口骗退税行动，海关查办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案件
2282 起，案值约 22.75 亿元；并向公安、税务部门移送大量
案件、线索。

海关前5月侦办走私案件834起
案值 154.7亿元

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部今
天在香港顺利发行 130亿元人民币国债。

其中，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 100 亿元，包括 3 年
期 50 亿元、5 年期 20 亿元、7 年期 10 亿元、10 年期 10
亿元、15 年期 5 亿元、30 年期 5 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2.87%、3.02%、3.09%、3.16%、3.60%、3.95%；面向 8
家国外中央银行和地区货币管理当局发行 30 亿元，包括
3 年期 20 亿元、5 年期 7亿元、7年期 2 亿元、10 年期 1 亿
元，发行利率和同期限人民币国债中标利率相同。

按照计划，2013 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发行 230 亿元人
民币国债，其中，6 月 26 日发行 130 亿元，下半年再发行
100亿元。

130 亿元人民币国债在港发行
下半年将再发行 100亿元

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交通运
输部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我国交通运
输经济总体呈放缓趋势，水路货运低位运行，固定资产
投资继续回暖。

运输生产总体趋缓。一方面，旅客运输增速明显回
落。5 月份，公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和 5.5%，较去年同期分别回落 3.3 个和 4.8 个百分
点，较 4 月份回落 1.3 个和 1.8 个百分点。受汛期影响，
水路客运量下降 2.1%，出现今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旅客周转量下降 6.7%，降幅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公
路货运增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水路货运增速降幅较
大。5 月份，公路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13.3%和 14.5%，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较 4 月份
分别加快 2.4 个和 1.6 个百分点。受市场需求不振影
响，水路货运量仅增长 4.5%，较去年同期回落 6.5 个百
分点，较 4月份回落 1.4个百分点。

从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投资增速加快，结构调
整成效显著。一是公路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沿海投资降
幅较大。5 月份，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16 亿
元，同比增长 18.6%。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118 亿元，下
降 18.7%，主要受沿海地区建设投资计划减少、在建项
目缩减的影响，5 月份沿海地区投资下降 32.5%，拉低
了水运投资增速。二是投资结构调整成效明显。继续加
大对国省道和农村公路的投资力度，5 月份国省道、农
村公路改造分别完成投资 335 亿元、188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53.9%、50.8%，增速较以往大幅加快。不断加
强短板建设，加快内河水运发展，5 月份内河建设完成
投资 50亿元，增长 13.2%，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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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文件？如何贯
彻落实 《意见》、加快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记者
就此采访了农业部副部长牛盾。

《意见》提出，到 2015年，海水产品产量稳定在 3000万
吨左右，海水养殖面积稳定在 220 万公顷左右，其中海上养
殖面积控制在 115 万公顷以内；到 2020 年，海洋渔业基础
设施状况显著改善，物质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科技支撑能
力显著提升，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和渔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形成生态良好、生产发展、装备先进、产品优质、渔民
增收、平安和谐的现代渔业发展新格局。

牛盾说，“渔业发展面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持
续健康发展能力的战略抉择。国务院再次就渔业发展问题
出台文件，对发展方针进行调整、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
主要任务、确定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意见》 从我国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发展大局出发，
对我国现代渔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把海洋渔业发展纳
入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并且突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和控制近海、拓展外海、发展远
洋的生产方针，着力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过去“以养为
主、养捕加相结合”的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牛盾提出，贯彻落实 《意见》，要把握好“一个优
先、四个统筹”，即生态优先，养殖、捕捞、加工和休闲
渔业统筹发展，内海、外海和远洋渔业统筹发展，渔业经
济和渔民生活统筹发展，科技能力和管理机制统筹发展。

他说，要坚持生态优先，就是要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保护。要全面开展渔业资源调查，科学确定可捕
捞量，研究制定渔业资源利用规划。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建立涉渔工程建设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完善和落实好

补救措施，加强管理，减少水产养殖和捕捞业对海洋生态
环境造成污染。

养殖、捕捞、加工和休闲渔业统筹发展，就是从产业
链衔接、生产区域布局、劳动力分配等方面统筹谋划，做
到各产业协调发展。根据资源可承载能力，组织编制渔民
转产转业规划，引导捕捞渔民向养殖业、水产加工流通
业、休闲渔业及其他产业转移。

内海、外海和远洋渔业统筹发展，就是按照控制近
海、拓展外海、发展远洋的原则，合理科学布局，保障海
洋渔业资源持续健康发展。有序开发外海渔业资源，优化
远洋渔业生产布局，发展壮大大洋性渔业，积极开发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增强公海资源开发能力，巩固提高过洋性
渔业。

渔业经济和渔民生活统筹发展，就是在发展渔业经济
的同时，下大力气搞好渔区建设，改善和提高渔民生活水
平。将渔业作为农业投入的重点领域，加强渔业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金融保险扶持政策。落实
扶持政策，启动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科技能力和管理机制统筹发展，就是提高渔业科技水
平、发展生产力与创新体制机制、理顺生产关系一起抓。
要加快渔业科技创新，实施一批重大渔业科技专项，解决
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加速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加快完善渔业法律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渔业权
制度。

牛盾说，“当前要重点抓好池塘标准化改造、渔业
装备升级改造、避风渔港建设、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等工
作 ， 把 握 机
遇 ， 调 动 各 方
面 资 源 共 同 促
进 渔 业 持 续 健
康发展。”

本版编辑 于 泳 周颖一

上图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农商银行的工

作人员走进农户蔬菜大棚，了解大棚种植贷款落实

情况。截至目前，张店农商银行已对辖区内符合贷

款条件的大棚种植户发放大棚种植贷款 690 多万

元，有力解决了农户的资金难题。

房 萌摄

渔 业 发 展 生 态 优 先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谈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杜 芳 徐 胥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刘铮） 记者 26 日
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国家统计局部署了查单位名录库是
否真实、查数据是否准确、查联网直报工作是否落实到位的

“三查”工作，以确保企业源头数据准确可靠。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强调，“三查”工作是为国家宏

观调控提供真实数据支撑的必然要求，是反对和防止在企
业源头数据上弄虚作假的重要举措。

从去年 2 月份起，全国实行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这
改变了统计数据层层汇总上报的传统方式，为宏观调控提
供了更加扎实的依据。但统计执法检查发现，个别地方在
联网直报中仍然存在干预企业真实独立上报现象，少数企
业也存在统计违法行为。

国家统计局部署“三查”工作
确保源头数据准确可靠

国家统计局部署“三查”工作
确保源头数据准确可靠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王立彬） 我国中
央与省级地勘基金的总规模已达 399 亿元，有效拉动了社
会资金合作投资矿产资源风险勘查，扭转了我国矿业风险
勘查完全依赖国家投入的格局。

中央地勘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 26 日发布的《全国地质
勘查基金情况通报（2013）》显示，截至 2012 年底，我国中
央 与 省 级 地 勘 基 金 的 总 规 模 已 达 399 亿 元 ，实 际 投 资
350.39 亿元。其中 2012 年全国地勘基金共投入 72.7 亿
元，占当年全国非油气矿产勘查财政投入的 54.78%，成为
我国财政资金投入矿产资源风险勘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报显示，和 2011 年同期相比，两级基金总体规模增
长 20.9%，实际投资增长 30.53%。累计投资矿产勘查项目
5884 个，新发现矿产地 741 处，其中大型 386 处、中型 219
处，形成了包括内蒙古大营铀矿、新疆坡北镍矿、湖北杨家
寨铅锌矿等一批具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

两 级 地 勘 基 金 近 400 亿 元
矿产风险勘查不再完全依赖国家投入

我国新一代移动通信产业开始发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注重五大方向促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