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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3 日 电 （记 者 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保加利亚总统普列夫内
利耶夫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积极评价双边关系
发展历程，并就未来两
国合作做出规划，决定
建立中保全面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

习 近 平 对 普 列 夫
内利耶夫总统新年伊
始 访 华 表 示 欢 迎 。
习近平说，你是今年
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
首，这次访问也拉开
了中保庆祝建交 65 周
年 活 动 序 幕 。 65 年
来，尽管国际形势和
两国国情都发生了许
多变化，但双边关系
一 直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
传 统 友 谊 历 久 弥 坚 。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保加利亚
也在为实现国家发展
目标而努力。两国应
该加强合作，携手并
进。建立全面友好合
作伙伴关系是双方第
一次对两国关系作出
清晰、明确定位，为
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指
明了方向。双方应共
同努力，推动中保关
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
发展。

普 列 夫 内 利 耶 夫
表示，保加利亚是第
二个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的国家。在两
国历代领导人共同缔
造和引领下，保中传
统友谊不断传承和深
化。保方钦佩中国取
得 的 巨 大 发 展 成 就 ，
相信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
保方将中国视为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愿以庆祝
两国建交 65 周年为重要契机，扩大互利合作，将两国
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在新的起点上巩固传统友好，
全方位加强合作。

第一，尊重对方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
持对方确定的奋斗目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理解和支持。

第二，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等领域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

第三，加强文化、教育、旅游合作，促进民间交
往，争取早日互设文化中心。

第四，就全球和地区性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指出，欧洲是当今世界重要力量，中国重视
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看好欧洲发
展前景。即使欧洲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对欧洲充满信
心。中方将继续把欧洲作为外交的主要方向。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保加利亚总统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中保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讯 记者刘惠
兰报道：今天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
源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我国湿地
保护面积增加了 525.94 万公顷，湿地
保护率由30.49%提高到43.51%。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湿地总面积
为 5360.26 万公顷，湿地率为 5.58%。
近 10 年来，新增国际重要湿地 25 块，
新建湿地自然保护区 279 个，新建湿
地公园 468 个。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
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湿地公园和
自然保护小区并存，其他保护形式为
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

尽管如此，我国湿地状况依然不
容乐观。调查显示，与第一次调查同
口径比较，湿地面积减少了 339.63 万
公顷，减少率为 8.82%。其中，自然湿
地面积减少了 337.62 万公顷，减少率
为9.33%。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今天在
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国家林
业局已经划定了“到 2020 年全国湿地
面积不少于 8 亿亩”的湿地保护红线，
这条红线既是限制开发利用的“高压
线”，也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安全线”；
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线”，也是
实现永续发展的“保障线”。

张永利介绍，本次调查从 2009 年
开始，历时5年。造成湿地面积大幅度
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气候变化等一

些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占用和改变
湿地用途是其主要原因。我国湿地资
源呈现3个主要变化：一是湿地面积减
少 ，其 中 自 然 湿 地 面 积 减 少 率 为
9.33%；二是湿地功能及生物多样性有
所减退；三是湿地受威胁压力进一步
增大。从重点调查湿地对比情况来
看，威胁湿地生态状况主要因子已从
10年前的污染、围垦和非法狩猎，转变
为现在的污染、过度捕捞和采集、围
垦、外来物种入侵和基建占用 5 大因
子，影响频次和面积都呈增加态势。

据了解，我国现有577个自然保护
区、468 个湿地公园，受保护湿地面积
2324.32 万公顷。如果将湿地生态状
况按好、中、差简单分类，我国总体的
湿地生态状况处于“中”等级。具体来
说，仅有 15%的湿地面积处于生态状
况“好”等级，53%的湿地面积处于生
态状况“中”等级，32%的湿地面积处
于生态状况“差”等级。

上图为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的一片湿地。

（新华社发）

湿 地 保 护 红 线 划 定
到 2020 年不少于 8 亿亩

短 评 快

“铁饭碗”？“玻璃碗”！
陈学慧

春 运 新 观 察 技 术 篇 □ 本报记者 齐 慧
群众议反腐，有人建议，把官员的“铁

饭碗”换成“玻璃碗”，端起来透明，用起来
小心。一句大白话，生动、形象，道出了老
百姓对权力的理解，以及对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的期盼。

其实，官员端的就是“玻璃碗”，只有把
权力看成透明的易碎品，才能保有敬畏之
心，认真为官，清廉为人。

珍惜手中的“玻璃碗”，一方面意味着
为官者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
要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记责任重
于泰山，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
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另一方面意味着为
官者要有“人在做，天在看”的自律，权力是
透明的，是否给群众办了实事，是否正确履
行了职责，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端了“玻璃碗”，为官者就要保有敬畏
之心。“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
所欲而及于祸”。从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
来看，为官之初，往往兢兢业业，但随着官
越做越大，权力越来越重，敬畏之心渐逝，
忘了自己端的其实是个“玻璃碗”，忘掉宗
旨而为所欲为，碗“碎”在所难免。

春节临近，为官者又面临着年货节礼
的考验。心存敬畏才能更清廉、更勤勉。
官员的“玻璃碗”，端着要小心。

据统计，2013 年春运，网络购票占总
售票比例超过37%，“十一”黄金周期间超
过 50%。中国铁路总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14 年 1 月 11 日 24 时，日均发售车
票 743 万张，其中，通过 12306 网站日均
发售359万张，网络购票比例超过50%。

从 2011 年 6 月 12306 网站开售动车组
车票，到现在仅仅两年半时间，网络购票已
成为旅客首选的购票方式。网络售票的“流
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2014
年春运又有哪些新变化？

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增强

每年春运的时候，买火车票都是令人
头疼的事。就说 10 年前，一到春运，买火

车票的人都要夹着“铺盖卷”到车站通宵
排队，“长龙”能从窗口一直排到火车站的
广场上，最冷的冬天里人们又是挨饿又是
受冻。

这两年，“打地铺”的现象虽然少见了，
排队买票的难度依然不小。到了今年，情况
明显有所改善。在北京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可以看到，尽管最高峰时期春运火车票已经
开始发售，但在窗口排队的人并不多，秩序
井然。

是火车票好买了吗？
并不是，由于运力紧张，春运的火车

票还是存在供应紧张问题。虽然经过 10 年
的高速发展，我国铁路里程已突破 10 万公
里。然而，这一数字被中国的庞大人口一
平均，人均里程只剩“不足一支烟”的长

度。相比之下，国土面积相仿、人口只有3
亿的美国铁路总里程已达到23万公里。

铁路里程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春运压力，但春运买票难不是一年两载就
能解决的事情。可“排队长龙”是怎样缩
短的呢？

“自从2011年6月12306网站开售动车
组车票开始，排队买票的人就越来越少，到
今年基本就看不到排长队的景象了。”北京
西站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专家表示，网络售票的根本其实是铁路
部门已经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铁路已悄然从管理
者转变为服务者。在每年的铁路工作会上，
最醒目的就是那一句，“铁路工作的宗旨就
是一切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

工作中他们也是这样践行的。前些年，
铁路部门主要依靠加班加点来保证售票，但
由于改革力度不够大，效果谈不上太好。他
们就想在现有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能够缓解
春运压力？改革的意识有了，思路打开了，
有效的举措也接连出现⋯⋯这一切都体现
了从旅客需求出发的宗旨意识。

抓住信息化新技术机遇

除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显著增强，网
络购票、手机购票的成功推出，与信息化新
技术的日新月异是分不开的。

参照航空订票模式，2011 年 6 月 1 日
12306 网站正式上线。这是铁路购票历史
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下转第三版）

网 络 购 票 超 50% 意 味 着 什 么

要闻导读

回眸 2013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凝

聚社会正能量，倡导时代新风尚，文明道德之

花在中华大地璀璨绽放。 （见三版）

聚精神力量 树文明新风

（（见六版见六版））

沈阳市的“两会”于 1 月 7 日至 12 日召
开。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沈阳“两会”敞开
大门，市民可随时随地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平台了解“两会”信息。

百姓的关切上“两会”没有？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会上都说些啥⋯⋯这些以往普通百姓
感觉有些“神秘”的信息，如今都揭开了“面
纱”。记者了解到，沈阳市今年首次利用新媒体
报道“两会”，搭建起与市民沟通的又一座桥梁。

据了解，此次地方“两会”期间，沈阳市通过
开设“我在现场”、“代表（委员）论见”、“两会同
期声”和“两会解读”等专栏，带市民“走进”会
场、参与“两会”，第一时间传递“两会”声音。同
时，广大市民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平台，为沈
阳未来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截至 1 月 11 日，微
博、微信共发布沈阳“两会”信息240余条，阅读
量 170 余万次，网民评论 630 余条。市政协委
员李宗胜建议政府坚持打好全民健身中心这张

“惠民牌”、从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沈阳人2014年
的“幸福密码”等热门微博刚发出几个小时，阅
读量就过万，在网友中引起热烈讨论和大量转
发。网友直言，“微两会”让信息更透明、让民意
更畅达。

沈阳市人大代表高凯征建议，沈阳应充分
利用多元化媒体渠道，加大官方信息发布力
度。高凯征的建议随即在网民中引起反响。
一些网友反映，沈阳曾是全国最早建立新闻发
言人制度的城市之一，但目前在一些地区、单
位存在不愿发布、不想发布、不敢发布的问
题。高凯征说：“身处新时代，就要学会利用新
手段。沈阳‘两会’已利用新媒体开通了‘沈阳
发布’官方微博、微信，我已是‘沈阳发布’的圈
中好友。这是一次大胆、新颖、富有创造性的
尝试，必须点赞。”

沈阳召开“微两会”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黄志勇

来自基层 地方两会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