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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吃了 70 多年的泉水现在不敢
吃了，这件事儿，让甘肃渭源县锹峪乡曹
家庄村 43 岁的农民曹斌感到“很愤怒、
很无奈”。站在飘着杂物的泉眼旁，曹斌
指着几米远的垃圾堆说，“这么多垃圾都
倒在这里了，水让人咋吃？”

记者看到，离曹家庄的泉眼三四米
远，还有条不到 1 米宽的小溪。令人感
到触目惊心的是，小溪两旁堆满了各种
垃圾，站在几十米远就能闻到刺鼻的臭
味。“以前，这两边都是树，大概 10 年
前，有人开始往这里倒垃圾，树也就慢
慢地死了。”曹斌说。

看到记者在采访，很快有五六名村
民围了过来。他们的心情与曹斌一样，
愤怒并且无奈。“我小时候在这水里还捞
过鱼，现在别说是鱼了，这水连牲口都不
喝，太脏。”一位村民说。

这位村民不顾脏臭，在垃圾堆里翻
出来几个一次性输液器和空药瓶。“这些
垃圾主要是一些商户和乡政府、乡卫生
院的人倒的。曾经有人在旁边的树上挂
过‘禁止倒垃圾’的牌子，但两三天后就
被人摘走扔了。后来，垃圾实在多得不
行了，我们点着烧一下，不然被风一吹，
地里到处都是。”

说到如何处理这些垃圾，大家的意
见一致——最好是政府出面，指定一个
离村子比较远的垃圾堆放点，不然，对
人、地和水都不好。

带着村民们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

了锹峪乡党委书记李国伟的办公室。
李国伟明确表示，乡政府没有向曹家庄
村倒垃圾，垃圾长期堆放是“老百姓环
保意识不强”所致。当记者问到乡政府
的垃圾去向时，乡长张百灵表示，“都拉
到山沟里，找地方埋了。”

同时，李国伟和张百灵也对农村垃
圾处理问题表达了无奈，“添置垃圾处
理设备、安排专职清运人员都需要经
费，乡政府负担不起。”

对于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政策层面
早有明确规定。环保部在 2010 年发布
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明
确指出，对金属、玻璃、塑料等垃圾进行
回收利用；危险废物应单独收集处理处
置。禁止农村垃圾随意丢弃、堆放、焚
烧。然而，一个客观事实是，垃圾产生
越来越多，基层政府手中无钱也无力解

决，百姓看到家园污染又心生怨气，这
一尴尬局面该怎么破解？

“目前，农村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
和生产资料废弃物。”甘肃省环保厅农村
处负责人说，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城
市的生活方式逐渐辐射到农村，在提高
生活水平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如商品
外包装之类的生活垃圾。

这位负责人认为，近年来，国家花大
力气实施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是
解决“垃圾围村”的有效途径。他同时也
坦言，这个项目不可能全部覆盖甘肃 1.6
万多个行政村，只能逐年争取实施。

2011 年，甘肃被财政部、环保部列
为第二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
从 2011 年到 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甘
肃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专项资金 7 亿元，
省级财政配套 3.5 亿元，累计在 1655 个
行政村实施了该项目。甘肃省环保厅
农村处负责人说，已实施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的这 1655 个行政村，只占到甘肃
16125 个行政村的 10%左右。

根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的
相关政策，项目前期、项目建成后的设施
设备运行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解
决。但是，甘肃有 58 个国家级贫困县，

财政困难已造成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经
费匮乏。

同时，这位负责人对整治效果也心
存疑虑。目前，国家推广的是“户分类、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
理模式，由于尚未出台强制性规定，在
农村的推广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有没有设施设备？有了设施设备
用不用？如何筹措运行经费？农村环境
保护工作有没有进行监管？”在这位负责
人眼中，要破解农村垃圾处理难题，这 4
个问题不可回避。他建议，第一，除了
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实施更多的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项目外，还要不断完善持续
的投入机制，“只有建设费用而没有运
行费用是不行的。”第二，需要基层政府
重视起来，县级、乡镇、村级要“十个指
头弹钢琴”，不能只靠“一指禅”，每一个
环节的权责都要明确。第三，必须加大
宣传力度，帮助农村群众树立起明确的
环卫意识。

左上图 在甘肃渭源县锹峪乡曹家

庄村，一位村民从垃圾堆里捡出个一次

性输液器向记者展示。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垃圾围村”难题待解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垃圾围城”问题尚未根治，“垃圾

围村”现象又呼啸而来。

连日来，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解决

垃圾围村现象，财政有支持，农民有愿

望，但基层仍有困难。多位基层干部

均表示，投入机制是制约垃圾处理的

关键所在。

从短期来看，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

的确能够极大地推动农村垃圾治理工

作的开展。然而，相比蓬勃发展的农村

经济及随之剧增的垃圾“产量”，治理负

担于财政而言显然是个无底洞。既然

如此，何不换个思路，尝试走走产业化

路子呢？

从长远来看，政府首先要做的是

转变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垃圾处理的

执 行 者 变 为 垃 圾 处 理 的 监 督 者 。 其

次，要转变垃圾处理的运营模式，由政

府埋单的事业运营模式转变为政府主

导、吸引多种投资、污染者付费、处理者

盈利的企业运营模式。

从这个角度讲，善用财政杠杆，撬动

社会力量，引入市场竞争，寻找一条农村

垃圾处理的产业化路径，或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条件的

改善，生活垃圾与生产资料废弃物也随之增多。在一

些地方，垃圾处理的配套措施没能及时跟进，导致一

些村落遭遇了“垃圾围村”，只能通过就地焚烧、掩埋

等方式简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近日，本报记者走

访了甘肃部分农村和环保部门，调查“垃圾围村”的破

局之道——

走 产 业 化 路 子 如 何
韩 叙

在 3 月 30 日举办的“2014（第五届）
中国钢铁规划论坛”上，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党委书记刘振江表示，2 月末，中钢协
CSPI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96.46 点，环
比下降 1.19 点，连续第 6 个月下跌。截
至 3 月 7 日，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95.94
点，比年初下跌 3.2 点，跌幅 3.23%；比去
年同期下跌 13.21 点，跌幅 12.1%。钢铁

行业可能将遭遇到 2000 年以来最差的
年度第一季度表现。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
为，随着钢铁行业进入微利时代，传统
的粗放式增长已经行不通了，钢铁业需
加快结构调整，向管理要效益。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
示，当前，钢铁企业盈利前十的企业，产

量 13976 万 吨 ，仅 占 重 点 统 计 企 业 的
22%，但盈利总额 223.82 亿元，占重点统
计企业的 97.7%，占盈利企业盈利额的
64.4% 。 亏 损 前 十 企 业 亏 损 额 占 比
96.7%。钢铁企业盈利能力严重分化将
进一步加快产业调整步伐。

李新创表示，钢铁业的现状在短期
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已经看出积极

的端倪。中国钢铁业兼并重组的高峰还
没有到来，未来 10 年，兼并重组将是中
国钢铁产业的重要戏码，中国钢铁产业
版图将发生巨大变化。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苗长兴建议，应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
大规模兼并重组。虽然近年来，我国兼
并重组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部分联合
重组都是在省域范围内靠政府组织完成
的，这种靠政府牵线，甚至主导的兼并重
组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市场
效果，距离形成本区域内龙头企业的目
标仍有相当差距。

同时，鉴于我国钢铁行业在体制机
制上仍存在相当大的障碍，要告别过去
简单相加的重组模式，应在更高层次上
探讨更适合我国的兼并重组模式。

企业盈利能力严重分化——

钢 铁 业“ 大 重 组 ”何 时 到 来
本报记者 刘 瑾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钢铁业现状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未来 10 年，

兼并重组将是重要戏码，中国钢铁产业版图将发生巨大变化。针对目前兼并

重组面临的市场效果不佳、重组模式简单等问题，专家建议,实施跨地区、跨所

有制的大规模兼并重组，同时寻求更高层次上的兼并重组模式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黄鑫从工信部获悉：今年
1 月至 2 月，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 1830 亿美元，同
比下降 6.2%。其中，出口 10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6.9%，低
于全国外贸出口增速 5.3 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出口比重
为 33.5%，比上年末下降 1.8 个百分点。进口 753 亿美元，
同比下降 5.3%，低于全国外贸进口增速 15.3 个百分点，占
全国外贸进口比重为 24.1%，较上年末下降 4.1个百分点。

软 件 业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23%
今年 1 月至 2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延续去

年以来稳中趋缓的发展态势，软件业务收入增速下调，但效
益保持平稳增长，新兴领域持续蓬勃发展。据统计，1 月至
2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4667
亿元，同比增长 21.5%，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3.9 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总额 482 亿元，同比增长 23%，高于去年同期
8个百分点，高出收入增长 1.5个百分点。

信息产业新增固定资产同比增长8%
今年 1 月至 2 月，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延

续多个月以来的低增长态势，增速达近几年同期最低水平，
其中光伏、信息材料等行业投资持续萎缩，计算机、电子元
件等行业投资低迷。据统计，1 月至 2 月，500 万元以上项
目完成投资额 945.8 亿元，同比增长 10.7%，增速低于去年
同期 5 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工业投资 3.1 个百分点。电子信
息产业新增固定资产 391 亿元，同比增长 8%，高于去年同
期增速 17个百分点。

今年前两月——

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额同比下降6.2%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由全国农技
推广中心举办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交流会,日前在京举
行。会上，四川成都新朝阳公司研发的土壤重金属修复生
物原位钝化技术获得与会专家肯定。该技术以聚合物降低
重金属离子的活性，通过沉降技术将重金属固化到土壤耕
作层以下，使其不被植物吸收，减少对农作物的污染。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土壤重金属污染治
理途径：一种是活化手段，通过增加土壤重金属溶解性和
迁移性，进行回收处理，降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另一种
是钝化手段，通过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降低
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与会专家指出，当前，增施能够钝
化重金属的土壤改良剂，既经济高效又易于农民掌握，可
因地制宜推广应用。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获突破
通过钝化手段降低作物吸收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日前公布“2014 年中国顾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
示，在生活性服务业中，快递服务的满意度指数最高，加油
站的满意度指数最低。

生活性服务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其满意度指数也
备受关注。在快递服务业中，顺丰以 81.7 分高居榜首，而
EMS 邮政满意度指数最低。在银行中，工商银行在品牌形
象、设施环境、工作人员效率、工作态度、服务可靠性、提供
服务便捷程度等 6 个方面都只得到了 3 颗星，而顾客满意
度指数最高的是招商银行。电商中，得分最高的是京东商
城，亚马逊紧随其后，而得分最低的是拍拍网。

寄递企业泄露信息将担法律责任
对用户造成损失的当依法赔偿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刘晓峰从国家邮政局获
悉：《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日前发布。该

《规定》从制度上对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流转涉及的各方
主体、各个环节进行规范。《规定》 明确指出，寄递企业及
其从业人员违法泄露用户信息，将承担法律责任。寄递企
业及其从业人员因泄露寄递用户信息对用户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据介绍，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包括了寄 （收） 件人
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用户基本信息及寄递单号、时
间、物品明细等用户使用寄递服务衍生的信息。

2014 年顾客满意度调查结果公布
生活性服务业中加油站指数最低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将不断加大对食品
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颜江瑛说，我国将出重拳、下猛药，严惩不贷，绝不姑
息，坚决维护食品药品领域法治诚信的良好市场秩序。具
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立法，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制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充分发挥《刑法》在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中的作用；三是加强对重大案件的
督查督办，推动地区间打假协作；四是通过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加强部际间合作，积极推进社会共治。

我国将建最严食品药品监管制度
推动地区间打假协作

本版编辑 韩 叙

3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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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接近尾声。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上海 3 月 30 日电 记者沈则

瑾报道：首届中国国际车联网与智能交
通展览会暨论坛将于 10月 28日至 29日
在上海举行，集中展示国内外车联网与
智能交通领域的最新创意与产品，全新
的实景网络城市展示模式也将带来更直
接的互动性和体验性。

专家预计，“车联网”和“智能交通”
作为物联网领域中最早落地的两大应
用，今年将成为关注焦点。

智能交通展览会 10 月将办

本报北京 3 月 30 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中国海关博物馆今日正式开馆并
向社会免费开放。中国海关博物馆是海
关总署直属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也是
全国海关唯一全面开放的博物馆。目
前，馆内拥有各类藏品 18000 余件，众
多珍贵海关文物及象牙、孔子鸟化石等
查获走私品将集中展出。

中国海关博物馆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