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D A I L Y

春雨淅淅沥沥，5 月初的鄂托克草原已返
青，橙墙红瓦的各式别墅星散在绿野上煞是养
眼。鄂托克前旗是内蒙古自治区城乡统筹综合
配套改革的试点地，随着当地率先探路牧区城
镇化，这里不仅景致变得更加宜人，对农牧民的
吸引力也越来越强。

“我的草场又大又好，我当然选择‘就地城
镇化’，建设自己的庄园。”城川镇巴音希里嘎查
牧民德布兴吉亚在崭新的平层别墅里指着不远
处的旧屋说，“新家比旧家大了将近一倍，镇政
府还补助我家 18 万元。”城川镇党委书记秦岭
峰插话说：“旗里对牧民自建别墅的补助是有条
件的，我们叫‘5+1’模式，就是为了突出生态红
线和增收底线。牧民要5项达标，即建设3000
亩以上草场、建设百亩以上饲料地、配套灌溉设
施、配套农机设施、配套标准棚圈，旗里才会给
予住房补助，对 120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每平方
米补助有1500元呢。”

鄂托克前旗地处内蒙古陕宁交界处，面积
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7万多人。如何往牧区
延伸公共服务、在城区进行政策兜底是旗委、旗
政府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工作。几年来，当地通
过重点城镇、新型村庄、居民点、家庭庄园等进
行要素组合，在居民点、新型村庄建成平层别墅
1000 多套，配套建设路、电、水、气等设施。此
外，对 1.1 万户转移进城的农牧民，当地出台政
策，除提供一套住房外，还发放一份生活补贴、
一份就业补贴、一份教育奖励，落实一份社保，
奖补一份土地收益。搬到上海庙镇长城花园小
区的牧民巴根那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们
两口子分别在保安公司和保洁公司上班。除了
工资之外，这个4口之家每年领取的草原补贴、
生活补贴等就接近5万元。

驱车在鄂托克草原上，一排排标准厂房、一
片片牧草、一组组机械作业的设施不时掠过眼
帘，彰显着牧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与牧区
城镇化的丰硕成果。如今，不仅当地的农牧民
过上了好日子，不少已经外出致富的人才也纷
纷回归。昂素镇阿日赖嘎查的种养大户王忠就
是其中的一员。

王忠是当地致富较早的，早已在银川买了
楼房。得知家乡的好政策，他决定从城市回到
草原，因为他要亲眼见证家乡的城镇化，见证牧
人生活如何越过越好。

鄂托克前旗旗委书记于新芳亲历了试点全
过程，他说，城镇化工作试点 3 年来，全旗制订
了“三区”规划，在优先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以
草定畜，禁牧、休牧、轮牧，在禁止开发区对农牧
民进行整体搬迁，不住、不种、不养，而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连续 10 年居鄂尔多斯市第一。专家
认为，虽然牧区的城镇化依然“在路上”，但鄂托
克前旗的先行先试，促进了生产空间更加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更加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更加山
清水秀。

鄂托克草原好风光
本报记者 陈 力

改革发展新景象

本报讯 记者张毅 董碧娟报道：西
安高新区在陕西省率先开展的信用体系建
设试点工作再上新阶。52 家企业日前成
为西安高新区首批综合信用等级评价试点
企业，将享受免费的信用评级服务。7 家
市场评级机构，对企业进行调研、访谈、分
析、内审、评审等流程，最终对企业的综合
信用进行评定。“信用衣”为企业融资和持
续创新遮风避寒。

据西安高新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获得 A 类信用等级的企业在经营与市
场活动中将大大受益。无论是企业品牌、
企业融资，还是信誉度开发等方面都享受
更大的便利与认可。

“52 家企业中，35 家企业清一色是
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潜力、成长快，并且
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意愿也很迫切。”西
安高新区创业园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于 2012 年 5 月
启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2013 年 7 月正
式上线运行为区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
的信用信息征集和共享平台——西安高
新区信用与金融服务平台。该平台以企
业公共信用数据库、企业申报信用数据
库和金融服务机构信息数据库为基础，
依托资讯服务、信用服务和金融服务3个
功能模块，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提
供及时的金融资讯服务、权威的信用服
务和全面的投融资对接服务。

目前，在西安高新区信用与金融服
务平台上，可以查询到高新区近2万家企

业的基本工商信息，以及 1000 多家企业
的深度信用信息。该平台目前已汇聚各
类金融和准金融机构 149 家、金融产品
265 种，累计向金融机构推送融资需求
1000 余条次，50 余家企业已通过平台与
金融机构达成融资协议，实际融资额已超
过 3 亿元。在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方面，累
计查询次数已达20000余次，可按产业方
向、经营范围查询到高新区的企业目录，极
大地方便了银行与企业的融资需求对接。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信用等级高的
企业，西安高新区今后将在资源配置、产
业扶持、融资担保和投融资机构对接等方
面予以重点支持和推荐。信用级别将成
为西安高新区衡量企业发展质量的一项
重要指标。

（相关报道见十六版）

西安高新区：

为科技企业量体缝制“信用衣”

青川县城新貌俯瞰
（摄于 5 月 8 日）。5 月
12 日是汶川大地震六
周年纪念日，时隔 6 年，
俯瞰昔日满目疮痍、举
国情牵的地震灾区，新
民居鳞次栉比，新城镇、
新村庄欣欣向荣，新学
校、新医院设施完备，新
企业、新园区勃勃生机，
道路崭新、交通发达，龙
门山脉山清水秀⋯⋯大
地处处美丽和谐，又还
人间一个锦绣巴蜀。

新华社记者
李桥桥摄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不到位，让百姓遭
受了损失；招商引资讲求上得快、出形象，犯了
形式主义的错误⋯⋯在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上，11 名县委常委共检查出问题
161 条，人人都红了脸、出了汗，也为进一步改作
风找准了关键、摸清了方向。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正在有序展开，各地广开言路汇集民意、原汁
原味反馈意见，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取得了实效。然而，群众还有不少急事、难事
有待解决，反映强烈的“四风”突出问题仍然存在，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应进一步将查摆问题、开展批
评的关键环节做深做实做细，面对问题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一直改到群众满意为止。

要让群众满意，先要找准问题。对基层党
员干部来说，肩上担负着不同领域的各项工作，
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解群众忧”
就要先“知群众情”。把情况吃透，把问题找准，
才能有针对性地发力，及时解决群众当前最迫
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基层党员干部还
要把自己摆进去，对照“三严三实”，深入查摆问
题，揪住群众最为反感的“四风”突出问题不放，
将改作风改到群众心坎儿上。

要让群众满意，还需重视小事。“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中，只要是体
现出“四风”问题的倾向，再小也要反；有违“三严三
实”的做法，再小也要改；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再
小也要除。群众身边每件琐碎小事正是基层党员
干部要为群众解决的实事，细节之处见真章，整改
工作的细节过得硬，才能经受得住群众的考验，赢
得群众的信任。

要让群众满意，更要狠抓落实。群众对当
前工作和领导自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党员干
部不能不知不改，更不能知而不改、拖延整改。
不能嘴上说过，会上讲过，脸红过、汗出过，就算
工作做过，必须把抓落实摆到重要位置。对易
整改、见效快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对需要多方协
调、系统整改的问题，也要明确时间表，取得群
众的理解，欢迎群众的监督。

群众是否满意是衡量改作风成效的“硬杠
杠”，也是当前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的重要标准，
各级党政机关、党员干部都应以此为准则剖析自
身、检验工作。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中触及灵
魂、经受洗礼，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时刻把“群众满意”作为做事做人的
标准，才能确保活动不走过场，促进工作少走弯
路，进而凝聚群众力量，不断把改革向前推进。

改到群众满意为止
本报评论员

践行 群 众 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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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供给属于准公共服务范畴，

具有公益性。目前一些地方的供水服务

中，政府监管还存在“缺位”和“不到位”的

问题，供水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服务水平有

待提高，水价改革也必须有所突破。

本报持续关注水安全话题，今日
六版刊登——

水务市场如何深化改革

7 版

煤炭等化石能源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

要原因，但由于成本、技术、产业结构、生活

方式等因素的制约，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

的地位短时难以被取代。出路在于，创新技

术手段去除污染，开辟清洁利用之路。

短期大幅降低煤炭利用不现实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讯 我国南方多个地
区 11 日再遭暴雨袭击。广东大范围暴雨持
续，深圳、珠海、江门等城市出现内涝，广深线
动车全部停运；广西降雨呈加强趋势，强对流
天气造成广西电网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跳闸百
余条次，北海铁山港区出现罕见龙卷风；湖南
迎来今年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
程，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闸孔全开泄洪⋯⋯
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的消息，5
月 8 日以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
过程，广东沿海部分河流和广西桂江、蒙江、北
流河及湖南汨罗江等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据初步统计，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共有 52.68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1400 间，紧急转移 5.33 万
人，受灾农作物22.83万亩。

据悉，今年入汛以来已发生 3 次强降雨过
程，土壤含水渐趋饱和，江河湖库水位不断抬
高。根据预测，12 日开始，新的一轮强降雨将
再次袭击江南、华南等地。

（相关报道见三版）

南方多地遭遇暴雨
新一轮强降雨将再袭江南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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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文博会将于 15 日在深圳开
幕。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国家级、国际化、
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品项目融资交易和
出口的主渠道，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从
这里走向国际，中华文化也从这里走向
世界。

中国文化跃上国际舞台

“文博会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珠海
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泽明
说，他们公司已连续 9 年参展文博会，
2006 年在第二届文博会上首次展出其
民族动画《大闹天宫》中的卡通形象“悟
空”，借助文博会的“筋斗云”，“悟空”从
纸上“变身”为各种衍生产品，跃至欧美、
日本、中东等国际市场，成为动漫行业的
耀眼新星。

像“悟空”一样，以文博会为媒，跃上
国际舞台的文化“联姻”故事不胜枚举。
贵州省的民俗歌舞《多彩贵州风》在第二
届文博会上一炮走红，获得多个订单，不
仅一举创下全年国内外商业巡演300场
的纪录，还走向海外在俄罗斯等国展示
风采。第四届文博会上，华强文化科技
集团与伊朗山曼·高斯达公司签约在伊
朗共同建设方特卡通动漫园项目，此后
又出口到南非、乌克兰等国，使中国成为
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出
口国。

借文博会平台，遵义杂技团打开海
外市场，演出足迹遍布五大洲的63个国
家和地区，在世界杂技界异军突起。天
津福丰达公司的环幕立体电影系统也从

文博会的平台销售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南特色纸质画、
青海唐卡、平湖纸龙舞等定格在博物馆的

“非遗”文化也从文博会走向国际。深圳文
化产品更是借家门口的文博会，使得文化
出口占全国的 20%，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口岸。

国际化品牌越擦越亮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同时，文
博会自身的国际化程度和品牌影响力不断
提升。

在第二届文博会上，海外采购商只有
3000 多人，且来自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还是抱着来看一看的观
望态度。到第六届时，海外采购商已高达
8500多人，第九届更是邀请到1.6万人，遍
布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达到历史之最。

海外采购商缘何越来越热衷于文博
会，主办方在海外招商和推介方面的努力
起了重要作用。文博会始终采取国际化运
作方式，通过主办单位牵线搭桥、按照国际
片区开展招商、建立海外客商数据库后进
行点对点招商、与多个海外代理、中介、经
纪人公司合作等海外招商“四样法宝”，面
向全球广招合作伙伴，利用其在当地的辐
射力和影响力组织文化机构和采购机构代
表参展，提高文博会的国际化程度和文化
产品出口贸易服务功能。

为力促国际采购商与国内展商实现成
功洽谈和交易，文博会在前期更是做足功
课。以第九届文博会为例，在参展商选择
和项目征集上大花心思精心布局，重点选
择能够促成交易的内容参展，展商带来的

项目具备市场前景好、产业化程度高的特
征，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交易效果。展会期
间，9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347 名海外采购
商促成文化产品出口交易 123.82 亿元，比
上一届增加 8.6 亿元。“不打无准备之仗”，
做足前期功课的文博会往往形成供需两旺
的局面。

贸易扬帆，文化远航。随着国际化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文博会已经成为我国
文化创意对外贸易的加速器，中华文化也
借文博会走得越来越远。

中 华 文 化 扬 帆 远 航
——写在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之际（上）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姜 范

历经10年发展，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晴雨
表，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2004年11月，首届文博会在深圳举
行。10年间，文博会展示交易规模从首届的
4.3万平方米增加至第九届的10.5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从首届的700多家增加至第九届的
2118家。据统计，九届文博会交易累计达到
8100亿元，实现出口成交额850亿元。

目前，文博会是中国唯一获得国际展
览联盟认证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
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重点发展的展会
之一。

延伸阅读

“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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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反复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

依然热衷于通过地方投资平台直接投资

“参股经营”，这些看似“合情”的做法，很可

能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

热衷“参股分红”有悖政府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