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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支
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 兴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出台实施两周年
之际，我们驱车从南
昌出发，追逐着蓝天
白云，一路向南，踏
上了这片曾经孕育过
新中国的红土圣地。
80 多年前，年轻的
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南
方山区，进行了攸关
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
探索。今天，929 万
老区人民正在党的领
导下，进 行 着 又 一
场伟大的探索。

盛 夏 的 赣 南 大
地 ， 青 山 绿 水 ， 生
机 勃 勃 ， 奔 涌 着 振
兴发展的气息。

沐浴政策的春风

在 江 西 南 端 的
县 城 龙 南 县 ， 县 委
书 记 薛 强 站 在 “ 深
商 （龙 南） 产 业 园
规 划 展 示 牌 ” 前 ，
信 心 十 足 地 说 ， 这
个 产 业 园 规 划 总 面
积 1 万亩，将依托深
圳 市 商 业 联 合 会 数
千 家 优 质 会 员 企 业
的 资 源 ， 建 设 电 子
信 息 、 机 械 制 造 、
生 物 制 药 、 印 刷 包
装和仓储物流等 5 个
组 团 ， 打 造 出 一 座
主 导 产 业 突 出 、 产
业 链 完 整 、 宜 居 宜
业 、 功 能 完 备 的 产
业 新 城 ， 成 为 推 动
龙 南 发 展 的 新 增 长
极。

就 在 几 年 前 ，
这 片 紧 邻 “ 珠 三

角”的区域，还是“得风不得雨”，更多是被动承接服
装、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如今，沐浴苏区振
兴政策，曾一度代表赣南落后面貌的龙南县，以产业升
级推动园区升级，已成为江西开放型经济最具活力的地
区之一。

“是真金白银的国家政策，让龙南有了足够的发展
底气。”在去年升格为国家级的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邹大勇告诉我们，随着企业所得税减按
15%征收、基础设施投入加大等政策红利的释放，龙南
已经成为外商眼中的“香饽饽”。

长期以来，赣南地区因贫穷落后，又是革命老区，
常被称为江西的“穷”“老”“大”。苏区时期，93 万赣
南儿女中，有三分之一投身革命，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
108222 人，占全国的 7.5%，加上经济投入不足、资源
禀赋较差等因素，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
水平，至今还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1
年，赣州主要人均经济指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3 至 4
成，还有 215.46 万扶贫对象，69.5 万户、近 300 万人
居住在危矮破旧的土坯房中，42 万人主要依靠政府提
供的抚恤补助为生。

推动赣南老区振兴发展，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奋
斗理想，寄托着苏区人民致富奔小康的热切渴望，更牵
动着党中央的情愫关怀。 （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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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公共服务“短板”大有做头
本报评论员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系列评论 ③

石河子节水灌溉技术世界一流。伴随

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农业节水科技成

为“金钥匙”，石河子人不仅打开了技术出

口的“大门”，还积攒了向内地“辐射”的技

术“能量”。

“金钥匙”开启合作之门

丝 路 行
看 新 疆

改革发展新景象

（详见三版）

本 报 北 京 8 月 13 日
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庞曙

光报道：由中国铁建二十局
集团承建的横贯安哥拉全境
的本格拉铁路，北京时间 8
月 13 日全线竣工，将于年内
正式通车运营。本格拉铁路
正线全长1344公里，共设67
个车站。它是中国继上世纪
70 年代援建坦赞铁路之后，
在非洲修建的线路最长、规
模最大的铁路项目。

据承建方中国铁建二
十局集团副总经理兼安哥
拉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刘峰介
绍，该项目总投资约 18.3 亿
美元，是安哥拉有史以来修
建的线路最长、速度最快、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项目。

本格拉铁路从设计到
施工全部采用中国铁路建
设标准，建筑材料、通讯和
大型机械设备等全部从中
国采购，铁路投入运营后的
机 车 、车 辆 等 也 由 中 国 企
业 提 供 ，带 动 进 出 口 贸 易
30 多亿美元。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
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
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

《意见》提出了 9 方面 29 条政策措施，高度关注民生成
意见的最大亮点。根据《意见》，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
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等领域将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
试点。

根据《意见》，我国将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这也意味着酝酿已久的“减税养老”将正式实
现。与此同时，鼓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购买保险服务，如
在医疗领域，将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
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
疗保险相衔接。

根据《意见》，我国还将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
农民未来可以选择到更多的“三农”保险产品。对于巨灾保
险，《意见》则明确，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巨灾再保险等制
度，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相关报道见七版）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减税养老”将适时试点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我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9.0%，增速比
6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 至 7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在消费和投资方面，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776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2.2%，增速比 6 月份回落 0.2 个
百分点。1 至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4974亿元，同比增长 12.1%。

1 至 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25949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7%，增速比 1 至 6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 16850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9.6%，增速
比 1至 6月份回落 0.5个百分点。

（相关报道见六版）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0%
消费和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时代先锋

继坦赞铁路之后——

我国在非承建最长铁路竣工

7月 3日，安哥拉本格拉铁路沿线居民在铁路线附近行走。

庞曙光摄

最近，黑龙江省在供热、供水、污水治

理以及养老等公用基础设施领域推出一系

列重大投资项目，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建设与运营。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本公共

服务的积极性，既有利于满足老百姓日益增

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还能起到优化投资结

构、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值得肯定。

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包括保障基本民生

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

务，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交通、

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

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

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是

个涵盖范围很广的领域。近些年随着政府

对民生投入的持续加大，我国基本公共服

务扩展和提升的速度较快。但总体来说，

公共服务还属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

板”，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十

分突出。

比如，养老服务短缺，“几十年等一

床”现象频现。目前全国养老床位共有

500 万张左右，但按照国际上每千名老人

养老床位数 5%的标准，我国现在至少需要

1000 万张，床位缺口高达 500 万、资金缺

口高达 5000 个亿，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庞大

的土地费用。

又如，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且主要分

布在大城市，结果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

不堪重负，看病难“顽疾”久治不愈。

再比如，住房保障的缺口也很大。在

我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城镇，都

有大量群众居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区里，

这些群众大多收入低、生活窘迫，住房保

障靠他们自己很难解决。保障好这部分公

共服务，需要一笔十分可观的投入。

不止于此，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车水

马龙、公共设施集聚的大城市里，也还潜藏

着不少并不那么美好、需要着力改造的东

西，如空气质量难言清新，“蜗牛车”满街爬

行，“逢雨必涝”已成常态，等等，公共服务供

给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升空间。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大有做头。未

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的关键期。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和

期望的不断增长、老龄化的明显加速、城

镇化稳步推进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

动，都将对公共服务的筹资与服务能力提

出巨大挑战，同时也将带来无限商机。各

地区各部门要有意识地增加公共产品有效

供给，通过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政府、

企业、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格局，加快补上

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这既是群众急

需、经济发展所需，更是政府应尽责任。

广大企业也要抓住机遇，积极行动起来，

深挖公共服务中蕴藏的财富“金矿”。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张雪

报道：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黄河以
北段和黄河以南段总干渠分别自 6 月
5 日、7 月 3 日开始充水试验。从目前
效果来看，中线一期工程分段充水试

验运行平稳，工程设施安全可靠。
据悉，针对入夏以来山东、河南、

湖北、河北等地出现的持续旱情，南水
北调工程在沿线各地抗旱救灾中发挥
出重要作用。近日从丹江口水库通过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向河南平顶山实
施了应急调水。原计划 9 月下旬通水
的引江济汉工程于 8 月 8 日实施应急
调水，有效缓解了汉江下游的旱情。

（相关报道见七版）

分段充水运行平稳 抗旱救灾初显身手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发挥效应
怀揣着航天梦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高级工程师车著明在大凉山中坚守了20

多年。20多年中，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

决，一个数据一个数据计算，扎实踏出迈向

太空的每一步。

矢 志 追 寻 航 天 梦

（详见三版）

8 月 13 日，鲁甸地震震中龙头山镇迎来难

得的大晴天，群众纷纷来到龙井河畔洗涤被褥、

衣服。

目前，地震灾区群众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

常，紧急转移安置期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救灾

物资做到全覆盖，卫生防疫工作正在全力展开，

暂时没有发现疫情。

本报特派记者 王新伟摄
（更多抗震救灾报道见三版）

地震灾区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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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报告，7 月份我国人民
币贷款增加 3852亿元，同比少增 3145亿元。

在社会融资方面，7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为 2731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少 1.69万
亿元和5460亿元；在货币供应方面，7月末，我国
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5%，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1.2个和1.0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7 月份金
融数据的回落，与基数效应、6 月份“冲高”较多
以及数据本身的季节性波动等有关。货币信贷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仍处在合理区间，货币政
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并没有改变。

（相关报道见十版）

7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3852 亿元
同比少增314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