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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层 民生新观察

四川省日前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该省农村贫困人口从 750 万减少到
620 万，一年间减少 130 万人。减贫幅度如
此之大，靠什么办法？记者近日走进四川贫
困村寨，一探究竟。

2 月 26 日，记者来到德阳市中江县的贫
困村石垭子村，三五成群的农民正在覆着薄
膜的田间劳作。“现在正是白芍破膜引苗的时
候。”村支书田明阔指着从薄膜里钻出的深紫
色小苗告诉记者，“这就是有名的中江白芍，
村里已经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了。这些年，
我们靠发展中药材种植，村民人均收入大幅
提高，去年达到 7900多元。”

村支书的话在村民蒋维金那里得到证
实，去年他家种的 1.8 亩芍药，纯收入达 2 万
多元，但他强调，“若是不修公路，药材也不可
能发展起来。以前出山的路很多地方是陡上
陡下的台阶，百把斤重的东西都难运出山，一
亩地产两三千斤的药材就更没法运出山了。
这几年，政府为我们先后修建了 20 多公里通
村通组公路，以前零零星星种植的中药材才
得以成规模地发展起来。”

“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二是没有优势
产业。”中江县扶贫办主任周敬友说，为此，中
江县去年投入 3900多万元，用于贫困乡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周敬友告诉记者，中央、四川省和德阳市
对中江县投入的专项扶贫资金近年来大幅增
加：2011 年、2012 年、2013 年，3 级政府拨付
给中江县的扶贫专项资金分别为 400 万元、
1200万元和 3599万元。

据悉，德阳市设立了“市级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规定将市级财政上年度地方财政收入
的 1%，6 县市区和经开区上年度地方财政收
入的 0.5%汇缴到市级扶贫资金专户。去年
中央、省级财政拨付给德阳扶贫资金 2904万
元，市级财政安排扶贫资金达 3760 万元，首
次超过上级财政拨付的金额。

在省级层面，四川扶贫开发的力度同样
不断加大。去年，四川在秦巴山区、乌蒙山
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等“四大片区”投
入各类扶贫资金 300 多亿元，启动实施了
622 个整村推进、84 个连片扶贫开发等项目，
集中力量推进扶贫攻坚行动。经过一年的努
力，去年“四大片区”农村贫困人口从 450 万
减少到 400 万，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7000元左右，较上年增加近千元。

四川：

一年减贫130万人靠什么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全国两会就要开幕了，我想请你问
问代表委员们，雾霾治理啥时候能见成
效？我妈妈有支气管炎，前些天的雾霾
让她的咳嗽更重了，陪她去医院看病，呼
吸门诊的病人都挤满了。”家住北京南城
的刘可丽对记者说。

刘可丽的关注也是人们的普遍心
声。2 月中下旬，一场席卷中东部地区的
灰霾让 20 多个城市陷入重度污染，再次
引发了人们对“心肺之患”的焦虑。空气
污染的形势异常严峻，冲出“十面霾伏”
必须下大力、出真招、见实效。

2013 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快马加
鞭，连续出台政策措施。有史以来最严
格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
2017 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
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
转。为保证“大气十条”的贯彻落实，今
年 1 月，31 个省区市与环保部签下了“治
霾军令状”，这份沉甸甸的《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落实了
地方政府的治理责任。

为强化治霾责任，“大气十条”已经
把环境质量改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
束性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治霾成效与政
绩直接挂钩。为遏制住非法排污，各地

开始依法治霾的新探索。3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首 次 以 法 律 规 范 的 形 式 ，明 确 降 低
PM2.5 浓度，对造成大气污染的违法行
为出重拳、用重典。

大气污染防治只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诸多领域中的一个。回顾 2013
年，除了努力治霾外，我国在节能减排、
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农
村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环
保优化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2013 年通过
强化责任考核、强力推进工程减排，预
计全年减排任务可以全面完成，尤其是
氮氧化物有望下降 4％以上，排放量首
次降至 2010 年减排基数以下，主要污
染物减排拐点初现。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无疑是 2013 年建设“美丽中国”征
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
地位，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
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
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内容。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夏光说，“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美
丽中国愿景的必经途径。生态系统是一个
庞大复杂的系统，彼此之间紧密相关，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树立统筹观念，系统完善地加以推进。”

今年，我国将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
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全
力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环保部
副部长翟青表示，在贯彻落实“大气十
条”的同时，正在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和《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
动计划》，重点保护好饮用水水源地等
生态优良水体，消灭污染严重水体，积
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诚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平衡，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方
程”。不过，在这个跃动着春天希望的日
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将集
思广益，共同为这个“方程”寻找“最优
解”。我们有信心，期待那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壮丽画卷早日绘就。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来 洁

迎接两会特稿

延伸阅读

2013 年，我国在水源保护、污染防
治、绿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09万公顷，其中
人工造林418万公顷。截至年底，自然保
护区达到2697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5.7万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
区封育保护面积2.0万平方公里。

10 大流域的 704 个水质监测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71.7%。10

大流域水质保持基本稳定。近岸海域
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6.4%。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
12246万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4.4%；城市污
水处理率达到87.9%，提高0.6个百分点。建
成区绿地率达到36.0%，提高0.3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本报北京 3 月 1 日讯 记者李予

阳报道：继 2009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出口国后，2013 年，我国外贸
又跃上新的发展高度。记者今天从商
务部获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
初步统计数据，2013 年中国已成为
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 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16 万亿美
元，其中出口额 2.21 万亿美元，进
口额 1.95万亿美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作
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
物贸易大国，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道路上新的里程碑，是我国坚持改革
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 35 年来，特别是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跨越
式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
已经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
易伙伴，每年进口近 2 万亿美元商
品，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
岗位和投资机会。

我国外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
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
之初，我国把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
技术、出口渠道和品牌优势，与我们
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等

优势有机结合，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国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接
轨，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本格
局。近年来，我国为适应国内外环境
变化，提出“以质取胜”、“科技兴
贸 ” 等 一 系 列 促 进 外 贸 发 展 的 新 战
略 ， 着 力 促 进 外 贸 优 化 国 际 市 场 布
局、优化国内区域布局、优化外贸经
营主体、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贸
易方式，不断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
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培育对外
贸易的竞争新优势。实践证明，这些

战略和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
姚坚认为，贸易大国是贸易强国

的基础。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
大国，但要成为贸易强国仍然任重道
远。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拥有自
主品牌较少，营销网络不健全，出口产
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仍然存在，统筹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
高。姚坚表示，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
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们要积极推进转
方式、调结构，培育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新优势，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务实合作，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继2009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后，2013年——

我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货物贸易也称为有形(商品)贸易
(Tangible Goods Trade)，其用于交换
的商品主要是以实物形态表现的各种
实物性商品,是有形贸易。

国际贸易中的货物种类繁多，为便
于统计，联合国秘书处起草了1950年
版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分别在 1960年和 1974年进行

了修订。在1974年的修订本里，把国
际货物贸易共分为10大类、63章、233
组、786个分组和1924个基本项目。在
国际贸易统计中，一般把这10大类商
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有形贸易
的进出口必须办理海关手续，能够在海
关统计中反映出来，是贸易国家国际收
支经常项目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货物贸易
链 接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3月 1日晚 9时 20分，10余名
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
等处砍杀无辜群众，截至 3 月 2 日 1 时，暴力案件已造成 28
名群众遇难、113 名群众受伤。公安干警当场击毙 5 名暴
徒，其余暴徒仍在围捕中。

案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机关迅
速组织力量全力侦破案件，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决将
其嚣张气焰打下去。要精心做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
善后工作。要深刻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底
线思维，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
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并指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国务
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和有关部门同志连夜赶赴云南指
导处置工作，看望受伤群众和遇难人员亲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处置工作
作出批示，要求抓紧追捕和坚决严惩暴徒，各地公安机关要
加强治安防控措施，做好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防范工作。

云南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迅速赶赴现场组织指
挥处置工作。目前，受伤群众救治、案件侦破等工作正抓紧
进行中。

习近平就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侦破案件

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

精心做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和善后工作

李克强对处置工作作出批示孟建柱率工作组连夜赶赴昆明指导处置工作

3 月 1 日晚蒙面持刀冲进昆明火车站残忍砍杀无辜群

众的这伙暴徒，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犯下的是反人类、反社

会的暴力恐怖罪行，为法律所不容，为人类所不容。我们对

这种践踏法律、肆行暴力、无视生命的犯罪行径表示最强烈

的谴责，向遇难群众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人员及家属表

示深切的慰问。

暴力恐怖分子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滥杀无辜是与天

下善类为敌，与天理正道为敌。对任何形式的恐怖犯罪活

动，都必须坚决依法打击、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案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

制，伤员正在紧急救治，案件正抓紧侦破。我们坚信，暴力

恐怖犯罪阻挡不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坚实步伐，动摇不了全

国各族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事实已经证明并

将继续证明，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坚决打击和铲除任何暴力

恐怖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严惩暴徒 保护人民
叶 瓣

短 评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