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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单位差旅费管理启用新规
标准分地区制定并将适时调整

（详见三版）

短 评 快

清欠要靠“两手抓”
乔金亮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徐京

跃 顾瑞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
试人员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向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参加任务的广大参研参试人员
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新年的祝福。他强调，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
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
发展转变。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里，洋溢着热烈的气
氛。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
到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中间，全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热情握手，同探月
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等同志亲切交谈，询问
他们工作和身体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人类攀登科
技高峰征程中刷新了中国高度。我们把

“玉兔号”的足迹刻在了月球上，也把中华
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刻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
光辉史册上。你们作出的卓越贡献、立下
的卓越功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强调，探月工程任务连续成功，
创造了世界月球探测史的中国纪录。这一
成就，凝结的是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
依靠的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汇聚的是
中国人民的整体力量，体现出的最重要意
义就是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自信。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
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嫦娥三号
任务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
大的任务之一，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中
国创造。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
主创新。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成为科技

创新大国。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既是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又为
加快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有益经验。我们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来这里的代表，有德
高望重的科技大家，有技艺精湛的技能大
师，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骨干，这是我

们的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我们要着力完
善人才发展机制，最大限度支持和鼓励科
技人员创新创造。要不拘一格、慧眼识才，
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才，为他们奋勇创新、
脱颖而出提供舞台。希望广大科技工作
者、航天工作者再接再厉，向着探月工程总
目标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凯、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范长

龙、赵乐际、栗战书、杨晶、常万全，中央军
委委员房峰辉、张阳、张又侠等参加会见。

嫦娥三号探测器 2013 年 12 月 2 日发
射升空，12 月 14 日实现月面软着陆，12 月
15日进行两器分离和互拍成像。嫦娥三号
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器在
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标志着我国
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中华
民族跻身世界深空探测先进行列。

习近平在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

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春节临近，为农民工讨薪的呼声再度高

涨。近日，由10部门组成的5个联合督查组将

赴 8省区督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据介绍，

本次督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行政司法联动打

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犯罪行为。

农民工欠薪问题由来已久。2003 年，农

民工熊德明讨回了欠薪，全国范围的清欠行

动也由此开始。此后，各地纷纷采取多种措

施，为农民工追讨欠薪。从法律上的“恶意欠

薪入刑”到经济上试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

过多年整治，欠薪案件涉及人数有所下降。

清欠的历程告诉我们，依靠法律制度和强

化政府责任是两个有力抓手。《劳动法》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

人。”这是农民工工资应受到的最低保护。解

决欠薪顽症，首先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真正重视

起来。事实上，每次只要各地“动真格”，很少

有企业敢“顶风作案”。同时，要加大法律执行

力度，相关部门要履行相应的职责。针对工程

建设等主要发生领域，还可以要求承包商提供

履约支付担保，从源头上遏制发生拖欠。

要长期、有效地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需要建立一套认定欠薪和讨薪的法律和制度，

同时提高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切实把解

决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抓好。

万里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高铁纵穿南
北，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两条大动脉的黄
金交汇处就是武汉。

“湖北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武汉便
是支点中的支点。”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阮成发说，武汉要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
市，首先必须在突出市场功能上下功夫，变
成交通、物流、商贸、金融、信息等生产要素
聚集的“大市场”。这样才可能辐射、引领、
带动全省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交通先行筑基
2013 年 12 月 28 日，武汉在一天之内

迈入城铁、地铁、高铁共驰骋的“三铁交会”
新时代。

“武汉迈出的这一步，使得它与北京、上
海、广州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省交通厅厅
长尤习贵说。在湖北省交通图上可以清晰
看到，纵横交错的铁路、高速公路、水路、航
空四通八达，以武汉为原点向全国各地延
伸，中部的大立交初具规模，势不可挡。

铁路，从全国高铁枢纽武汉出发，4 小

时覆盖京沪穗等 90%特大城市的“经济生
活圈”基本画圆。

航空，全球廉价航空公司亚航入汉，引
来上海人前来转机。武汉新增至巴黎、旧
金山航线⋯⋯骤然拉近与世界距离。

水运，长江内河第一大港——武汉新港
坐拥“黄金水道”，“江海直达”成品牌航线，
成为泸州、重庆、长沙等地的中转服务站。

公路，交通“黄金十字”，14 条高速公
路交会于此。

地铁，地下潜龙纵横八荒，5 年内 200
公里地铁将呼啸而出。

百年以前，京汉铁路串联起了广阔的
中国腹地，让武汉辉煌一时。56 年前，武
汉长江大桥把武汉三镇连为整体，使武汉
成为长江水道和京广铁路两大动脉的十字
交汇点。如今，武汉交通先行夯实了中部
崛起战略支点的根基。

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赵凌
云告诉记者，武汉正在由区域性的“九省通
衢”向全域性的“九州通衢”迈进。“三铁交
会”拉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

旅游热、投资热、产业转移热，明显加速了
武汉经济的运行节奏，提升了“战略支点”
的发展质量。

越来越多的国家看中武汉的庞大市场
和中部崛起的活力。法国、美国、韩国已在
武汉设立总领事馆。惠普、西门子、拜耳、
雷诺、霍尼韦尔、赛默飞世尔等上百家世界
500 强巨头纷纷移师武汉，在这里设立研
发中心。美纳里尼伯林等国际知名企业，
甚至将其亚太总部设在武汉。

联想、海尔、华润等中国 500强企业亦
纷至沓来。迄今为止，共有 100 多家中国
500 强企业在武汉投资兴业。华为、中兴、
腾讯、华大基因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到武
汉建设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以武汉为原
点，辐射全国。

资本、项目、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聚集，
大大推动了武汉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
构的调整。如今的武汉，已经从“一钢独大”
变成汽车及零部件、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和医药等产业“十箭齐发”，经济
总量也重返全国城市十强。（下转第二版）

中心城市与“大市场”共成长
——来自湖北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报道（上）

走基层 转型升级调研行 □ 本报赴湖北采访组

去年旅游直接投资5144亿元
民间资本成投资主力

（详见六版）

银行业全面深化改革再推进

民营银行首批试点 3 至 5 家
（详见十版）

证监会部署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
加快解决资本市场回报低等问题

（详见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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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
世界经济虽总体上进入复苏阶段，但

增长前景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
素及风险，尚不能确定新的增长动力源，
各国和地区的复苏进程不一，整体复苏脆
弱且乏力。

4 版

让种地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种地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除了吸

引、稳定现有的“种地人”，更重要的是吸
引未来的、正在成长的新型职业农民。同
时要切实增加种地效益，并使种地更省体
力、更加体面。

5 版

让更多创业活力持续迸发
新公司法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设立门

槛，不但对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成
长具有积极意义，也昭示着主管部门的管
理理念将由“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
转变。

9 版

（（详见六版详见六版））

1 月 6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