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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
大利亚总督布赖斯。

习近平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是
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两国关系
快速发展，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面
对当前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
澳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共同利益
在增多，合作空间在扩大。双方应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相互
信任、互利双赢的精神，共同开创中
澳友好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表示，下阶段，中澳应充
分挖掘潜力，创造条件，为中澳关系
注入新动力。一是互谅互让，展示灵
活，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早日
取得突破；二是积极拓展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合作，实现两国经贸合作多元发展；
三是进一步密切教育、旅游、科技、
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增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四是进一步
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
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合作，
为 促 进 区 域 和 世 界 发 展 繁 荣 作 出
贡献。

习近平欢迎布赖斯来华出席第十
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表示中国
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将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
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方欢迎更多澳
大利亚企业到中国西部投资兴业，实
现共同发展。

布赖斯表示，澳中传统友谊深
厚，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合作伙

伴 ， 澳 大 利 亚 是 中 国 稳 定 的 能 源 、
资源供应国，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
利益，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的发展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作出了重要
贡 献 。 澳 方 钦 佩 中 国 的 发 展 成 就 ，
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发挥
互补优势，扩大互利合作，尽快达
成澳中自贸协定，加强与中国西部
地区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在国
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推动
澳中关系进入更高、更强、更密切
的发展阶段。

会见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 门 外 广 场 为 布 赖 斯 举 行 欢 迎 仪
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
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
光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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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各地陆续召开的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弘扬

整风精神，以对自己、对同志、对班

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达到了脸红

出汗、照镜正容、除尘去垢的目的，

也有效地沟通了思想、帮助了同志、

增进了团结。这再次告诉我们：真正

的团结需要真诚的批评。只有严肃认

真、真诚如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

能 实 现 “ 团 结 — 批 评 — 团 结 ” 的

目的。

真批评是一种境界，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从诞生之日起，我们

党就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特别是在一些危急关头，总是敢于

拿起这一武器，面对面地排除各种

错误思想的影响，凝聚起强大的奋

进力量。但现在也有一种倾向，好

像批评是不得了的事情，批评谁就

是得罪谁，在一些党组织，真批评

越来越少，甚至有“刀枪入库”的

迹象。要么不愿批评、不敢批评，

要 么 假 批 评 ， 避 实 就 虚 、 蜻 蜓 点

水，或者说些原则话、把个人问题

往组织上推，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

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

吹捧。凡此种种，说轻点是敷衍了

事，说重点是党性不强，对自己、

对同志缺少担当意识，长此以往，

对党组织的肌体健康十分有害。

开展批评难，难在有私念；批评

要真，真在出以公心。只要批评与自

我批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心为

公，坚持与人为善、真心诚意，推心

置腹地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就能让

人心悦诚服，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

结、促进工作的目的。为了人民根本

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正是我们

党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谛所在。

真批评才能换来真团结。放弃批

评和自我批评，无论是“一言堂”、

“家长制”，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一团和气，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

是真正的团结，而是缺乏党性原则的

表现，最终只会消解我们的奋进锐

气和创新勇气。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越 是 向 前 推 进 ，

越要坚持从严标准，坚持时间服从

质量、进度服从效果，用好批评和

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从最近的专题

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看，我们已经

有了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必

须把这个好传统在全党广泛深入持

久 地 发 扬 起 来 ， 必 须 坚 持 领 导 带

头，创造良好的党内环境和社会氛

围，真正形成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浓厚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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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自然是如此厚爱：万里长江穿
城而过，长达 150 多公里，宽阔而平缓的江
面，仿佛母亲正敞开心扉，随时倾听荆楚儿
女深情地诉说。

经接南北，纬通东西，“百湖之城连九
省”。以其为圆心，周边黄石、鄂州、黄
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 8 城
共同组成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
半人口和超过六成的 GDP 总量，不但是湖
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还是我国中部崛
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随着城际高铁的开通，沿线城间的时空
距离继续拉近，武汉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半径
不断发散延长，影响力与日俱增。

如何将这种影响力进一步转化为区域
发展的深层动力？6 年前，全国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落子”武汉城市圈，同时被赋予的还
有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6 年间，春风
化雨，一场开拓创新的两型社会生动实践
在荆楚大地展开，武汉发展布局的“绿脉”、

“业脉”和“气脉”也渐渐明朗清晰。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人们期待着通江达海“大武
汉”的华丽转身，一展新颜。

“绿脉”，取舍有度“责”为重
武汉蔡甸区。一条后官湖绿道依水而

建，伴湖而生，绵延添绿 110 公里。每逢假
日，人们驱车而来，沿途赏绿吸氧，不失为一
件乐事。

这 道 风 景 线 还 是 一 座“ 生 态 绿 色 银
行”——环湖绿道 1至 3年可提供苗木 40 万
株，预计收入 6000 万元，以此即可带动绿
道建设的投入产出进入良性循环。

这只是武汉生态“绿脉”的小部分呈
现 。《武 汉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0-2020
年）》确立的“两轴、两环、六楔、多廊”生态框
架，才是其生态“绿脉”的全景展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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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0%以上人口是农牧民的西藏，农
牧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计。只有不断巩
固和提升一产，才能为壮大二产和做强三
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独特的高寒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独特
的高原特色农牧产业。为促进青稞、牦牛、
高原蔬菜等特色农牧业发展，西藏各地抓基
地、创品牌、重加工，经济作物比重逐年加
大，养殖业与种植业产值差距显著缩小。目
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藏东北牦牛、藏中奶
牛、藏中优质粮油、城郊无公害蔬菜、藏猪藏
鸡等7区7带农牧业特色产业格局。农牧业
逐渐走出一条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

业化开发、规模化经营的新路。

打造青稞产业链
记者来到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时，正赶

上青稞收割。在江嘎村的农田里，村民顿
珠告诉记者，家里有 18 亩青稞，前年青稞
亩产还不到 500 斤，去年开始种植自治区
推广的高产品种“青稞 2000”，预计今年单
产可达 600斤。

若问什么是西藏的最大优势特色作物，
青稞是当仁不让的首选。在西藏，凡有作物
分布的地方都种有青稞，最高种到了海拔
4750 米的高度。西藏青稞总产量为 63.71
万吨，占全部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稳
定粮食生产，主要就是稳定青稞生产。

通常内地粮食作物品种 5 年可更新一
次，而西藏由于特殊的环境，新品种繁育颇
显困难。西藏农牧厅种植业处处长汪文霞
说，经过不断努力，良种“青稞 2000”研发

获得成功，具有产量高、抗倒伏和蚜虫害、
籽粒白等优点，每亩可增产 50 斤至 80 斤。
去年，西藏示范推广该品种 1.2 万亩。今年
在 28个县示范种植，面积扩大到 10万亩。

推广良种、提高产量仅是第一步。近

年来，青稞作为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
青睐。通过深加工，青稞主产区开发了多
种以青稞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如青稞麦片、
青稞挂面、青稞营养粉等，受到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喜爱。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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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调研行

西 藏 篇 ②

商务部 10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9 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8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8%，连
续第八个月实现正增长。如何看待
上述数据？我国吸收外资是否仍将
保持长期优势？从今年以来实际使
用外资的形势看，我国引进外资的
综合优势依然比较突出，投资者对
华投资的信心没有改变。

今年 1 至 9 月，我国吸收外资
走势相对平稳，并且逐渐有所回
升。从 2 月份开始，吸收外资持续
保持同比正增长。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吸收外资的结构持续优化。
1 至 9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 额 44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3.28%，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达到
50.5%。可以预计，我国全年利用
外资规模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我国引进外资优势体现在多个
方面。首先，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多变的大背景下，我国虽面临外需
不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攀升
等压力和挑战，但总体看，国民经济
将持续稳定增长，企业经商环境会
不断改善，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同
时，我国现阶段人口红利并未消失，
劳动力素质近年来明显提高，通过
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的优势正在
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另外，我国利用外资的领域也
在不断扩大。随着教育、医疗、金
融、电信等领域的逐步开放，服务业
正在成为新的引资增长点。而加大
沿边开放特别是向西开放力度、加
快开放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提升
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也为外
资拓展了新的空间。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强调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着力释放改
革红利，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投
资便利化程度的措施陆续出台。如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
事项，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简化工商登记程序等商
事登记改革内容，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外商来华投资。
一些国外权威机构也对中国外资环境做出了自己的评估。如
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公司发布的《2013年度外商直接投资信
心指数报告》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化
进程加速，中国市场仍具很强的吸引力。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黄峰认为，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
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
司而言，中国的引资优势正逐渐从传统的低成本、高税收优
惠向新的综合优势转化,包括规模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完
善的产业配套、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法律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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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近日，深圳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挂牌成立。该中心整合现有资源，创新
管理体制，构建开放、透明、高效的公共资
源交易体系，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
范透明、监管有力”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
运行机制，积极探索转变政府职能。

目前，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牵涉部门众
多，一直处于较为零散的状态。大鹏新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赵珺说，他们的
做法就是在政府采购中心的基础上，建起
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区将按照成
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逐步将政府特许

经营、行政机关罚没物资拍卖、国有物业租
赁、国有资产处置等业务种类纳入公共资
源集中交易领域。

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告诉记者，建
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利于政府从
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能够改变过去多头管
理、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把政府采购、工程
招标、土地交易、产权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合并在一起，实现统一交易平台、统一
操作规程、统一信息发布、统一监督管理，营
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为克服过去管办不分、容易滋生腐败
的弊端，大鹏新区在管办分离原则基础之
上设计了“决策”、“管理”、“操作”分离的模
式，并建立起整套监管体制。

大 鹏 新 区 建 立 了“ 一 办 一 中 心 ”体
制，“一办”指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协调办公室，负责日常的协调和指导工作，

监督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落实，是
“管理”；“一中心”指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属执行部门，为交易活动提供场
所、设施和服务等，是“操作”。大鹏新区要
求各相关单位，按照自身业务范围，分别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如发展和财政局、生态
保护和城市建设管理局、社会建设局、交通
运输局等依法对涉及本行业的公共资源交
易项目进行业务监管；纪检监察部门依法
对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单位实施监
察；财政、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共资源交易项
目的资金使用经营进行监管

刘燕表示，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的建立有多重积极意义，既让市场在公
共资源配置中更具“话语权”，建立统一规
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又改变了过去多
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政府
职能的转变。

深圳大鹏新区：

公共资源交易让市场说了算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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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难得的经济发展换挡期，加快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应始终坚持市

场化改革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

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源

性产品供应格局，增强市场供应的稳定性

和市场竞争性。
2 版

突破价格形成机制的“最后壁垒”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撰文

表示，金融作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和关键组成部分，必须大力增强创新

意识，加快改革转型步伐，努力探索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防范转型风险的新

思路新模式新途径，为新一轮深化改

革创造良好条件。 9 版

发挥开发性金融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