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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开发进度符合预期
据曹妃甸区区长杨洁介绍，曹妃甸先

后聘请了包括 14 名院士在内的 3500 多人
次的专家、学者对曹妃甸开发进行勘察科
研和规划论证，形成了中国能源、矿石等
大宗货物的集疏港、新型工业化基地、商
业性能源储备基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
区的发展定位。

杨洁介绍说，像曹妃甸这样规模大、
项目多的开发区，大体走过了 3 年开发建
设准备、3 年吹沙造地和大外网建设、4
年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集聚 3 个阶段。在
这 10 年中，曹妃甸共完成了千亿元的基
础建设投资，通过吹沙造地使工业区陆域
面积增长 50倍，达 210平方公里。

10 年中，累计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352
个，总投资 5611.2 亿元，使得港口物流、
钢铁电力、化学工业、装备制造、综合保
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7大产业园区全面
开花，着力打造煤炭、木材、钢材、矿石、
可再生资源、天然气等 6 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建成了首钢一期，华润电厂一期、上汽

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产业项目，开发进度达
到预期效果。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港口建设是曹妃
甸建设最大的亮点。从 2003年 7月打下第
一根桩基开始，已经建成各类码头 47 个，
年设计通过能力 2.73 亿吨；在建泊位 28
个，新增设计能力 1.78 亿吨。2013 年，整
个港口吞吐量预计突破 2.3 亿吨。无论是
施工建设进度，还是港口吞吐量增长速度
均为世界港口建设史上的历史之最。

资金收支处于良性循环
曹妃甸建设 10 年的过程中，债务风

险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记者对曹妃甸财
政、金融、企业等部门和单位进行深度采
访，发现曹妃甸的资金收支状况处于正常
的良性循环中。

曹妃甸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两个方
面：一是基础设施投入，二是产业集聚投
入。前者投入超过千亿元，由政府和企业
共同参与，后者投入 2000 亿元，全部由
业主投入。在基础设施投入的千亿元资金
中，政府投入只占半数，截至目前，曹妃

甸的码头建设投入总额达到了 413.31 亿
元，政府投入则占 5%左右，其余 95%由
中石化、中化工、国投等 12家业主投入。

曹妃甸的开发建设需要从零开始，政
府必须先期投入、搭建平台，举债开发在

“情理”之中。记者通过对与曹妃甸有借贷
关系的多家金融机构的走访了解到，曹妃
甸工业区管理单位全部贷款余额为 390.6
亿元。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到 2024 年贷款
全部到期，共计产生贷款利息 101.2 亿元，
两项合计需要还本付息 491.8亿元。

对于如此巨额的银行债务，曹妃甸是
否会因陷入债务危机而“倒下”？据曹妃
甸财政部门负责人介绍，就目前而言，曹
妃甸工业区资金来源主要有 4个方面：

一是地方财政收入。截至目前，曹妃
甸工业区共有各类入驻企业 716 户，2012
年 工 业 区 共 完 成 财 政 收 入 24.9 亿 元 ，
2013 年 1 至 5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财政收
入增长 137.1%。根据现有企业经营情况
和在建项目及招商引资情况，财政收入按
年均递增 37.3%计算，按照与贷款合同约
定还款时间相匹配的口径测算，到 2024

年，曹妃甸工业区当年可实现财政收入
1120.6 亿元，除去正常支出外，政府可用
于偿还自身债务和基础建设资金累计可达
555亿元。

二是土地出让收入。曹妃甸工业区目
前尚有可供地面积 124 平方公里，到 2024
年，土地收入可达 490亿元。

三是活化资产收入。曹妃甸在初期建
设中，形成了大量的办公设施和工业标准
厂房等国有资产，通过出让和出租等经营
方式，可累计收回资金 128.5亿元。

四是资金政策支持。河北省、唐山市
给予曹妃甸连续 3 年、每年 15 亿元财政贴
息支持，共计可用资金 45亿元。

四项资金相加，政府用于偿还自身债
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达1218亿元，远
远高于 491.8 亿元的还本付息额度。从分
年度资金收支测算情况看，到2016年，曹
妃甸工业区可实现资金收支平衡并步入良
性循环。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在记者的调研采访中，无论是曹妃甸

区的决策者、曹妃甸各园区的管理者、还
是落户曹妃甸投资的客商，对曹妃甸的未
来都充满信心。

曹妃甸区委书记郭竞坤表示：“经济
建设都有自身的规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这就像一个自然人的成长，不可能
在 10 岁的时候担起成年人的重担，但好
在我们 10 年的基础打得很牢，很多企业
家都认为曹妃甸是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
投资热土，6 月 8 日我们在北京召开招商
推介会，签约项目 38 个，总投资达 455
亿元。”

曹妃甸港口物流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克生介绍
说，曹妃甸港口到 2015年将形成 5亿吨吞
吐能力，随着 2015 年冀蒙铁路的开通，
这里的港口将成为内蒙古和蒙古国最近的
大宗货物出海口，港口将满负荷生产，仅
港口运输这一项，就可给曹妃甸带来 10
多亿元税收，随着正在建设的煤炭、木
材、钢材、矿石、可再生资源、天然气等
六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完善，港口物流园
区的税收很快就能达到 30亿元以上。

曹妃甸开发建设资金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雷汉发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从一个

不足 4 平方公里的小岛，到目前

河北唐山增长极上的皇冠，曹妃

甸仅仅用了 10 年时间。而背后

支撑这种转变的，是数以千亿元

级的投资和银行也无法知悉的巨

额债务⋯⋯

那么，曹妃甸10年开发成效

如何？目前开发情况怎样？开发资

金是否存在风险？近日，本报记者

走进曹妃甸，对曹妃甸10年开发

的变化以及前景进行采访——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7 月 2 日，
我国第二批深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学员选拔工作正式启
动，将面向社会公开选拔６名潜航员学员，其中包括２
名女性，这是我国首次选拔女潜航员。

“虽然要求与航天员不尽相同，但潜航员选拔严格
程度堪比航天员。”国家海洋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刘保华介绍说，潜航员学员的选拔非常严格，
对生理、心理都有很高要求。

刘保华介绍，“蛟龙”号下潜至深海 7000 米，需
要 3 个小时，为了节约能源，舱内没有灯光，舱外漆
黑，密闭狭小的空间内处于绝对黑暗状态，潜航员在这
样的情况下操作得当、思维正常需要极高的心理素质，
而女性心细、有耐心、更能保证“蛟龙”号在海底的安全
性、作业的精准度。

根据国家海洋局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发布的选拔
公告，报名参加我国第二批深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学员
选拔的人员，男性年龄需在 22 岁至 35 岁之间，女性年
龄在 22 岁至 30 周岁之间。公告对报名人员的身体条件
做出了明确要求，包括男性身高在 165 厘米至 176 厘米
之间，女性身高在 160 厘米至 170 厘米之间；男性身体
质量指数 （BMI） 要在 20 至 25 之间，女性在 19 岁至
24 之间。“这是由于潜水器载人舱空间狭小，所以对潜
航员的体型有着严格要求。”刘保华解释说。

据了解，入选名单将最早于 11 月份揭晓并向社会
公布。

“蛟龙骑士”开始选拔
首次选拔女潜航员

本报讯 记 者 夏 先 清 代 玲 报 道 ：
自今年 5 月以来，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
大 力 开 展 “ 我 的 中 国 梦 ” 主 题 教 育 活
动。昌都地区实验小学在青年教师中举
办了“庆七一、话梦想、感党恩”红色
经 典 诵 读 演 讲 比 赛 ， 还 在 全 校 开 展 了

“我的中国梦”主题班会，举办了弘扬传
统文化的弦子舞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芒康弦子在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将弦子舞
引入课间操，既可以帮助孩子们锻炼身
体，也能继承和发扬这一藏民族传统文
化，实现我们繁荣文化的梦想。”昌都地
区实验小学校长张九龄介绍。

从藏东昌都到藏中腹地，“我的中国
梦”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让梦想
在西藏全区青少年学子和老师的心里生
根发芽。在拉萨、日喀则等地，追梦、
圆梦的激情被一次次点燃。

20 岁的邓力华是西藏大学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的学生，他的梦想是成为发明
家。结合所学专业知识，邓力华和他的
同学已经研发出“藏汉英三语点菜机”、

“太阳能智能发电路灯”等多种实用有特
色的产品。

在西藏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我的中
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书画、手工艺品展
览上，藏式炉灶、茶碗等富有民族特色
的手工制作品出自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的同学们之手。

“我们还举行了以‘我的中国梦’为
主题的征文活动，学生们踊跃参加畅谈自
己的梦想以及个人梦想和中国梦的关系。
各系团总支还组织各班开展了以‘我的中
国梦’为主题的班会活动并制作主题板
报，交流读书心得，让更多的学生理解民
族复兴‘中国梦’。”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团委书记德吉介绍。

为了给每个青少年学生播种梦想、点
燃梦想，共青团日喀则地区委员会积极开
展学习座谈、主题团日等多项活动，全面
启动了“我的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助推“中国梦”在日喀则放飞希望。

莘莘学子放飞梦想
西藏教育系统开展“我的

中 国 梦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本报德国莱比锡 7 月 2 日电 记者王

志远报道：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第
42 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德国东部城市
莱比锡开幕。中国代表团共派出 26 名选
手参加本次大赛中 22个项目的比赛。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共有来自 53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006 名选手参加本次赛
事，他们将在 7 月 3 日至 6 日参与 46 个
项目的角逐。

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条件极为严格，

选手年龄必须在 22 周岁以下，其目标是
不断改善世界各国技能职业教育的标准。
大会主办方预计本次赛事将吸引 20 万人
观看。

本 届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中 国 代 表 团 团
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副司长刘丹表示，目前我国非常重
视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国参加这一赛事
的目的，一是促进国内职业技能培训事
业发展，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二是
加强国际交流，在切磋技艺中学习国外

先进经验。
两年前，中国代表团在伦敦参加了数

控车床、数控铣床、计算机辅助机械设
计、美发、网站设计和焊接共 6 个项目的
比赛，获得 1 枚银牌和 5 个优胜奖，并取
得团体平均分第二的优异成绩。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
是世界各国和地区职业技能展示交流的平
台 。 该 赛 事 每 两 年 举 行 一 次 。 中 国 于
2010 年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 年
首次派出代表团参赛。

我国 26 名工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将参与 22个比赛项目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讯 记者金晶报道：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
司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主办的中欧文化产业发展研讨
会今天在京举行。本次中欧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的主题
是文化和创意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与会专家分别就区
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创意城市与地区发展案例
解读、地区文化产业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等 3 项议题进行
了讨论。来自中欧双方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近百人
出席了会议。

据悉，中欧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是中国—欧盟世贸
二期项目的组成部分。中国—欧盟世贸项目是自 2000
年以来第三个与中欧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通
过中欧经济贸易对话，为中国政府推进贸易改革，加速可
持续发展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

中欧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中欧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

连接兰州与乌鲁木齐的兰新铁路穿越
百里风区，在这个区间，一年中 8 级以上
大风天超过 300 天。当地有句话：一年一
场风，从春刮到冬。乌鲁木齐工务段红台
巡养工队党支部书记、工长张锁柱，参加
工作 32 年来就一直奋斗在这里，长年与
钢轨为伴，与风共舞。

红台火车站位于新疆吐鲁番与哈密之
间，地处戈壁深处。记者日前走进红台巡
养工区时，一场刮了半个月的大风刚刚停
息，最大风力达 12 级。“人都飘着跑，脚
跟很难着地。”张锁柱说，“在百里风区，
五六级风不算风。”

“工作环境真是艰苦，但这活总得有
人干。”从 1981 年 2 月成为铁路工人时
起，张锁柱就怀有一个朴素的梦想：看护
好两股钢轨，让火车安全通行。如今，这
个梦在张锁柱心中延续了 32 年。他负责
的区段，从没出过事故。

张锁柱的梦想看似简单，实现起来却
十分不易。有一次，狂风大作，吹得戈壁
滩上的石头乱跑，此时铁道线却出现故
障。张锁柱和工友们将绳子系在身上，大
家连在一起，匍匐前行 2.5 公里，及时处
理了险情。“风沙吹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张锁柱说，“完成了任务，大家都灰头土
脸的，互相开着玩笑，也忘了疼。”

红台站不仅风大，还要面对春季洪
水、夏日高温的侵袭。2007 年 6 月，暴
雨来袭，红台地势低，洪水很快淹没了线
路。张锁柱冲在最前面，带领工友们火速
赶到现场，连续奋战一天一宿才排除险
情，为第一时间开通兰新线作出了贡献。

在春夏季节，酷热无处不在，气温最
高时超过 45 摄氏度。“原来宿舍没装空
调，白天还能忍，一到晚上就热得难以入
睡。”张锁柱说，“汗水浸印在床单上，早
上起来，能看得出每个人睡觉的姿势。”

记者在红台采访时，正赶上乌鲁木齐
铁路局开展“集中修”。线路作业要避开
火车运行时段，有时还要封闭线路，铁路
术 语 叫 “ 开 天 窗 ”。 5 月 24 日 5 时 至 8
时，是红台的一个“集中修天窗”。凌晨
3 时 50 分，天正黑，工友们起床集合。

“作业时间短，我们至少要提前 1 小时做
好准备。”张锁柱说。

量道尺、垫道砟、测悬绳⋯⋯2 公里
长的作业区，在张锁柱的带领下，大家各
司其职，完成任务时天色已明。工作如此
紧张，张锁柱却在上午的休息时间只睡了
3 个小时，下午又带大家出去作业。“锁
柱工作扎实，最让人放心，红台巡养工队
负责的 38 公里线路设备，连年检测全部
达优。”车间主任刘忠胜告诉记者。

长年风吹日烤，百里风区的铁路人，
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张锁柱今年
52 岁 ， 背 已 微 驼 ， 膝 盖 也 不 好 。 洗 澡
时，工友们常开他的玩笑：“膝盖黑黑
的，咋不洗干净呢？”原来在工作时，张
锁柱常要跪在钢轨上，低头侧目，沿着钢
轨向远处目测。时间长了，膝盖皮肤总被
磨破，留下洗不掉的伤痕。

自然条件无法改变，百里风区注定艰
苦。张锁柱觉得，“苦也一天、乐也一
天，为什么不快快乐乐过一天？”在他的
影响下，工队 28 名职工大都乐观幽默，
在他们脸上看不到愁容。闲暇时，张锁柱
带着大家运回沙土，掺上炉灰，种下榆
树、杨树、红柳和苜蓿草，工区小院像个
农家院。

“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张锁柱说，
“希望年轻人还会延续我的梦，这也是我
们所有工务人的梦，所有铁路人的梦。”

兰新铁路乌鲁木齐工务段红台巡养工队党支部书记张锁柱——

百 里 风 区 保 通 行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由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举办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系列讲座”光盘首发式今天在京举行。系列讲座光盘由
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主任吴爱英任总监制。

据悉，系列讲座共分 5 讲，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能力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政府建设，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意
识等五方面，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了系
统解读。系列讲座光盘已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将免
费发放到地方和行业部门学习使用。

领 导 干 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系 列 讲 座 光 盘 首 发

本报讯 记者刘志奇报道：日前，由中央党校出版
社出版的 《治国论》 一书正式发售，这也是中央党校出
版社继 《领导论》《干部论》《人才论》 后推出的又一本
治国理政理论著作。

据悉，《治国论》 侧重从国家的统一象征、治国的
政治内涵、治国的演绎方式等角度出发，论述了治理国
家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作者乔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治国理政、
政权巩固、制度构建、科学管理、政策决策、选贤用
才、强国富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出版方认为，《治国
论》 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客观划分和解读，以及对以法治
国、“以权治国”、“以人治国”、“以德治国”等方面提
出的新的分析和见解，对治国理政者和领导管理者提高
执政能力、强化社会管理、增进人民感情具有积极的参
考价值和意义。

中央党校出版社连续出版理政专著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为纪念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 150 周年，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进一步推动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实施，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中国青年网承办的全国青少
年红十字知识竞赛日前在北京启动。

据介绍，全国青少年红十字知识竞赛是旨在面向全
国青少年深入推进国际人道法传播和实施的大型宣传教
育活动。竞赛活动为期 4 个月，面向全国 6 岁至 35 岁的
青少年。竞赛活动设立了官方网站，建设了网上红十字
知识库和网络答题系统，连续 64 天每天发布１条国际
人道法及红十字知识，参赛青少年通过在线竞赛系统
答题。

全国青少年红十字知识竞赛启动

一艘轮船靠泊在曹妃甸口岸矿石码头卸货。截止到 6 月 30 日，今年上半年该口岸进

出口货物达 6768.3万吨，同比增长 8.31%。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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