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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 日讯 记者崔文苑

报道：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
发布的《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
业性收费的通知》，决定自8月1日起取消
和免征企业年度检验费等33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

据悉，此次取消和免征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涉及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等 10 多个部门,这些收费取
消和免征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管
理职能所需相关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
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或以其他名目变
相继续收费。

下月起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和免征下月起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和免征

在 辽 宁 省 东 港 市 福
兴园居住小区，72 岁的农
场退休职工刘玉峰告诉
记 者 ，住 进 这 些 新 房 的
349 户居民全是五四农场
的危房改造户；在安徽省
农垦潘村湖农场蟠龙小
区，花园式园区里安居着
上千户从棚户区搬过来
的农垦职工。

在 这 些 令 人 高 兴 的
场景背后，是来自全国农
垦 的 一 串 厚 实 数 字 ：自
2008 年以来，农垦危房改
造累计开工 132.84 万户，
竣 工 116.49 万 户 ，其 中
2010 年前开工的项目全
部竣工。目前，农垦系统
正在抓紧推进 2013 年国
家下达的 37.05 万户改造
任务。

成 绩 来 自 不 懈 的 努
力。农业部副部长高鸿
宾说，从 2008 年开始，随
着国家保障性安居型工
程的展开，各垦区逐步明
确了“以人为本、统筹推
进”的棚户区改造目标和
路径。江西省农垦管理
办公室主任唐安来说，截
至 2012 年，江西垦区 8.9
万套危房改造任务全面
开工，6.4 万套新房已竣
工，20 万人乔迁新居，垦
区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
统筹发展的“样板区”。

棚户区改造，钱从哪
里 来 是 一 个 现 实 问 题 。
农业部农垦局局长李伟
国说，按照国家对农垦危

房改造补助标准，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有一定比例支持，但在
实际推进中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

广西农垦王灵农场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农场，职工住房
条件很差。现在，这里已成为自治区危旧房改造示范单
位。农场负责人介绍，为了破解资金难题，他们采取了“六
个一点”的办法，即职工出一点、农场贴一点、财政补一点、
亲友借一点、银行贷一点、老板垫一点。农场财务部门还主
动与金融部门沟通，协助职工办理“金穗惠农卡”小额信贷
和建房按揭贷款，多渠道筹资化解了职工住房之难。

棚户区改造不是权宜之计，规划先行、集约节约发展成
为垦区的生动实践。在广东，形成了哪里有农垦，哪里就有
统筹城乡发展样板区的局面。几年来，广东农垦把水库移
民、归难侨和农场职工三大危旧房改造项目综合推进，新建
和修缮住房面积 500 多万平方米。黑龙江垦区仅 3 年时间
把“北大仓”变成了现代化小城星罗棋布的绿色家园，32.7
万户职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占垦区总人口的 48%，累
计复垦耕地 3万公顷，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大中型农场。

在棚户区改造中，各垦区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实际，
把棚户区改造与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收到了
一举多得的效果。江西垦区把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小城
镇建设、饮水工程、公路建设等结合起来，如今，江西农垦
90%以上的农场建立起了功能较为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
80%的农场引入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50%的农场建立了
社会服务中心，垦区 60 万人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城镇化率
达到 61.8%。

棚户区改造使全国各垦区面貌焕然一新，也推动了垦
区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据农业部农垦局透露，几年来
危改项目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近 294 万个，其中 130 亿元中
央投资带动地方、垦区和职工投入资金 910 亿元，有效促进
了就业和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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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7 月 1 日表
示，为引导信贷资金进一步支持实体经
济，央行近日对部分分支行安排增加再贴
现额度 120 亿元，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
微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投放。

再贴现是央行提供流动性、引导金融
机构信贷投向、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一项
货币政策工具。即央行通过买进商业银行
持有的已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
商业银行提供一定融资支持。由于央行可
以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有选择地对不同
种类的票据进行再贴现，因此再贴现也具
有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去年以来，针对国际收支和流动性供
需的变化，央行多次使用再贴现及再贷
款。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发挥流动
性供给功能的流动性再贷款和再贴现余额
共计 236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909 亿
元。“再贷款和再贴现的结构更加优化，流
动性供给功能有所增强。”央行称。

今年年初，央行再次表示，将合理运
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及其他创新流
动性管理工具组合，调节好银行体系流
动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央行已累计
安排增加再贴现额度 165 亿元；截至目
前，全国再贴现额度为 1620 亿元，其中
小微企业票据占比为 45%、涉农票据占
比为 27%。

在当前货币存量高企、经济增速弱于
预期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的作用，备受各界关注。

近一段时间以来，央行出台了多项措
施，加强了流动性管理，代表银行间市场
资金紧张程度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已连续回调。7 月 1 日，隔夜拆
借利率再度下跌 48 个基点，降至 4.456%
的“正常略偏高”区间，显示银行间市场
流动性逐步回稳。

“央行增加再贴现额度，是货币调控
手段的创新，体现了‘有保有压、有扶
有控’的原则。”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
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此次央行
宣布增加再贴现额度 120 亿元，除有助
于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外，更主要目
的是引导资金进入正确“轨道”，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据悉，央行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此次
再贴现管理。一是通过再贴现向符合宏观
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

是通过票据选择，明确再贴现支持的重
点。对涉农票据，小微企业签发、收受的
票据和中小金融机构承兑、持有的票据优
先办理再贴现，办理再贴现票据的票面金
额原则上应在 500万元以下；三是提高再
贴现额度的使用效率，用好增量，盘活存
量。要按照涉农和小微企业票据的分布情
况，优化再贴现额度的分布结构；四是加
强对再贴现票据的类型、行业、企业情况
进行监测分析，定期检查、总结再贴现业
务的使用情况、业务效果和风险防控，确
保再贴现用于支农支小。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发挥再贴现的积极作用，支持金融机构扩
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
贷投放。同时，进一步加大再贴现支持力
度，对小微企业、涉农行业等融资需求较
大的地区适当增加再贴现额度。

增加120亿元再贴现额度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投放——

央行创新调控手段引导资金流向
本报记者 王信川

雨后的拉萨八廓街，晨光熹微，桑烟袅
袅。6 月 30 日，正好是周日，家住拉萨市
老城区的普布扎西，一大早就带着一家人
走在了青石板铺就的转经道上。

与往日不同的是，普布扎西觉得今天
的八廓街特别美。按照八廓街原来的颜色
粉刷一新的白色墙壁、窗棂和廊檐边精心
描画的藏式彩绘，街道两旁独具特色的藏
式风情店招，都让普布扎西一家感到心旷
神怡。“阿妈每天早晚都会去转经，年龄大
了，腿脚不是很方便。现在像这样修缮后
的平坦路面，我们就放心了！青石板的颜
色也跟原来路面颜色和八廓街的整体风貌
很相配。”普布扎西说。

普布扎西一家在八廓街居住了几十
年。“老城区的街巷本来就狭窄拥挤，过去
路两边还摆满了摊位；各种电线缠在屋顶、

电线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用水和
排水也很难。”普布扎西回忆起过去老城区
基础设施陈旧给他家生活带来的各种困扰
和苦恼。

普布扎西对生活的新期待，开始于去
年拉萨市启动的老城区保护工程。经过
6 个多月的奋战，总投资 15 亿元的拉萨市
老城区保护工程于 6 月 30 日顺利竣工。
通过该工程，拉萨老城区的水管、电线、街
道甚至垃圾桶等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
普布扎西提醒我们留意街道两边类似于
转经筒外形的景观路灯，转经筒、酥油灯、
吉祥八宝等藏式元素都被体现在了景观
灯上。

罗布次仁一家也曾是老城区里的住
户。和其他 143 户一起居住在八廓街北侧
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大院里。虽然

住了 31 年，但罗布次仁知道这个大院的历
史，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保护工程中，在自愿的基础上，拉萨市
让在旧址内居住的罗布次仁等 144 户居民
及沿街商户自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搬
迁，根据居民的要求，在拉萨市城关区塔玛
村贡布堂小区购置新房，其余则直接领取
安置补偿。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经过 3 个月
的施工，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与拉萨
市老城区保护工程一同于 6 月 30 日竣工，
并作为陈列馆开放。罗布次仁听到这个好
消息后，和很多拉萨市民一起走进这个自
己曾经出生、生活的地方参观。

“原来这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大多都是
危房。没想到现在这里这么漂亮！”看着院
子里雕梁画栋的装饰、美妙绝伦的彩绘，罗

布次仁由衷地感叹道。
不仅如此，罗布次仁对搬迁后的居住

地也非常满意。“现在我搬到了红旗小区，
小区交通很便利，环境很美，房子很宽敞，
比原来方便多了。”罗布次仁高兴地说。

德央是吉崩岗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
生，她和同学们趁着周日前来参观清政府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看到展厅里的故事和
图画，感到爷爷奶奶给我讲的旧西藏的故
事是那样真实，就愈发感受到现在我们的
生活是多么幸福！”德央说。在陈列馆内，
有很多自发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纷纷
举起手机和相机拍照留念。

在宽阔、美丽的大昭寺广场上，伴随着
优美动听的“拉萨欢迎您”的旋律，市民和
游客们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庆祝老城区
保护工程的竣工。

投资15亿元的保护工程6月30日宣告竣工——

逛拉萨老城 听居民心声
本报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本报成都 7 月 1 日电 记者钟华林、

实习生但宇报道：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今
天举行受灾城镇居民过渡安置仪式，800

多户受灾群众搬离帐篷入住更为舒适的板
房，标志着“4·20”芦山7.0级强烈地震灾区
群众过渡安置工作全面完成，将全面转入

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当日，雅安市雨城区
上里镇六家村因地震受灾的 7 户特困户
搬进了新家，这也是芦山地震后首批搬进
永久性住房的受灾群众。

据统计，“4·20”芦山地震发生后，雅
安全市共安置受灾群众 21.2572 万户、
71.2378万人，完成任务的 100%。

上图 芦山城镇居民安置点内设立

的便民超市。 新华社记者 李桥桥摄

芦山震区过渡安置全面完成
部分特困户搬进永久性住房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新疆今年
首次向来自城乡低保家庭的高校应届毕业
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
500 元，自治区 35 所高校的 3926 名毕业
生受益，补贴金额总计 196.3万元。

据统计，2013 年新疆应届毕业生为
7.3 万人，比去年增加 5000 多人。从今年
起，新疆对学籍在本地，来自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的
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升学、
出国、参军的毕业生除外。补贴主要用于
求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减轻城乡
低保家庭负担。

新疆低保家庭毕业生
获求职补贴196.3万元
新疆低保家庭毕业生
获求职补贴196.3万元

本报乌鲁木齐 7 月 1 日电 记者乔文

汇、通讯员李东升报道：“大美新疆”北疆环
线旅游专列今日开行，该旅游专列每隔两
日开行一趟，从乌鲁木齐西站始发，行程五
晚六天。

近几年新疆铁路的快速发展，为开行
环北疆旅游专列创造了条件。乌鲁木齐铁
道旅行社总经理刘晓林说，乌铁局和自治
区旅游局为专列配备了新型客车，选调了
专业导游、餐饮和客运服务人员。旅游专
列将新疆北部主要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包
括新疆天山北部的五彩滩、喀纳斯湖、赛里
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等。

“大美新疆”北疆环线
旅 游 专 列 开 通 运 营

药店卖奶粉 只是第一步
将药店作为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渠道之一，有

利于在流通环节保障质量安全。不过保证婴幼儿奶粉

质量安全不止于此，从源头上提高国产奶粉的质量，重

建市场信心，让消费者相信在国内无论通过何种正规

渠道购买的奶粉都是放心的，才是治本之策。 2 版

拒绝“洋垃圾”用好“固废物”
固废物进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仍将是未来的一个

趋势。坚持疏堵结合和全程管理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

高回收利用的水平和效率，将是固废物变废为宝、实现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重要路径之一。

经济发展平稳 下行压力增加
6月份我国制造业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

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从历史数据看，6月制
造业PMI回落存在一定季节因素。不过,小型制造业企
业PMI已连续15个月位于临界线以下，预示着我国经
济运行状况错综复杂，需密切关注。 6 版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