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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在武汉市江夏区
玉龙岛花园小区，每个月因为小区供水管
网破损漏掉 3 万多吨自来水。业主、物业
都不愿承担这一损失，多年累计下来，该
小区已拖欠供水企业水费高达 358万元。

这一现象在武汉市并不鲜见。武汉
市水务部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该市的小区因类似原因，平均每月
漏掉的自来水高达 30 万吨，相当于武汉
的野芷湖“半个湖的水量”。

“又堵住一处，下次不知是哪里漏。”
刚刚抢修完一处地下水管，东林外庐小区
物业经理张启卫没有丝毫轻松。该小区
位于武汉光谷民族大道，有 36 栋住宅楼，
小区内水管网约 4000 米，供应 891 户居
民用水。张启卫拿着一截已经老化的供

水管告诉记者，该小区的全部管网均用
PVC 管铺设。小区入住 12 年来，供水管
网一直缺乏维护，老化严重，除去直接破
损喷发等显性问题，地下管网渗漏更是数
不胜数。

漏水让人困扰，“水损”更让人头疼。
由于漏水，整个小区每月总水表水量比居
民分水表总和多出 8600多吨。二者间存
在的数字差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水损”。
张启卫说，这笔水损费不能找居民收，物
业公司也无法承担，只能这样一直拖欠
着，多年累积下来，总金额已达 113万元。

来自武汉市房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
示，该市南波湾小区总水损达 100 万元、
玉龙岛花园的达 358 万元、阳光海岸的达
90万元⋯⋯

武汉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水损
的主要原因在于小区管网以及二次供水
设施建设和维护不达标。如小区管网，目
前允许开发商自己招标建设，有的开发商
为压低成本，选用的材质良莠不齐，甚至
偷工减料。“比如，东林外庐小区地下管网
用的 PVC 管，这种材质相对脆弱，又常年
埋在地下，在泥土和水压双重压力之下，
很容易出现漏缝。但开发商对管网的保
修责任只有两年，两年一过，供水管网则
由物业和业主负责维护。”

日前召开的武汉防汛水务工作会上
披露，该市将于年内启动小区内管网和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计划用 3 年时间对全市
2100 处老旧社区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
将统一移交供水企业管理、维护。

专家表示，武汉一些小区管网老旧已
成现实，不彻底改造管网，维修只能“疲于
应付”。有关部门曾做过预估，要把武汉
所有存在较严重水损的小区管网全面改
造，总费用预计要 60 亿元。虽然武汉明
确小区管网维护主体是供水企业，但改造
费用该由谁来出，目前仍不明确。

一些水损较为严重的小区，多次协商
后拿出的方案是，彻底改造管网，地方政
府、水务部门和小区居民各承担三分之
一。以东林外庐为例，小区管网改造费用
预计达到 512 万元，若居民出三分之一，
分摊至 891 户居民，每户居民需承担约
2000元费用。

对这一出资方式，很多居民表示难以
接受。“当初购房，开发商必须保证水通、
电通、气通，现在我们要为这些费用埋单，
不合理。”许多居民疑惑，开发商用劣质材
料建设管网，后续又没有维护，难道就没
有部门监管吗？抄表到户，武汉市走在了
全国前列，市民盼望，老旧社区的漏水问
题，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尽早拿出合适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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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乔金亮

报道：农业部今天公布了 2013 年农民负
担检查情况通报。通报显示，总体来
看，被检查的黑龙江、安徽、山东 3 省
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减负工作，涉农乱收
费和集资摊派等问题明显减少，农民满
意度较高。但检查发现一些地方减负惠
农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仍然存在，村级
组织负担呈增加趋势。

涉农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各地面
向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集资摊派

明显减少，但一些领域涉农乱收费问题
仍然存在。一是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
检查发现，山东省有的农村中小学仍向
学生收取教辅材料费、校服费等，每名
学生达数百元，且不开任何票据。二是
农民用电乱收费。黑龙江省有的地方农
户除按每千瓦时 0.51 元交纳生活电费
外，每月还要为“两亮工程”多交 1 千
瓦时电费。三是农村卫生乱收费。山东
省有的地方向育龄妇女收取计生放环押
金 500 元；黑龙江省有的县级卫生监督

部门收取村卫生所 500元至 1000元不等
罚款。四是农民建房乱收费。山东省有
的村向建房农户收取建房押金 5000元。

一事一议存在问题不容忽视。检查
发现，黑龙江省一些地方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多集中投到省级认定的新农村
建设示范村，一些村多年未享受到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一些村一事一议产生新
的村级债务，有的村债务达 110万元。

此外还发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
题。随着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合村并

校工作的推进，农民承担的校车、餐费
等隐性负担增加，山东省有的地方并校
后学生每学期缴纳校车费 500元。

农业部表示，上述问题虽然出现在
个别地方、个别领域，且经过有关部门
跟踪督办，得到了有效整改，但由于造
成农民负担的体制机制因素未彻底消
除，涉及农民负担的各种问题还难以杜
绝，因此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绝不能放
松。下一步，各地要强化监管手段，确
保农民负担保持在较低水平。

农业部通报 2013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

涉农乱收费和集资摊派明显减少
减负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仍存在

前7月商务运行情况显示——

信息和服务消费需求增长明显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不应与外资反垄断调查挂钩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国家税
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称，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日前在
部分地区税收形势专题分析会上表示，前 7 个月全国税
收收入增速处于合理区间，收入序时进度基本正常，但
从全年收入预计看，未来税收收入形势仍然存在较大
变数。

丘小雄说，税源状况短期内难有明显改善，化解产
能过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抑制相关行业税收增长，
房地产行业税收增速回落趋势已现，加上去年后 5 个月
收入基数较高，预计今年后 5 个月组织税收收入工作依
然较为困难。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继续加强征管，千方
百计堵漏增收，把该收的税收上来。

今 年 后 5 月 组 织 税 收 困 难 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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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
息化部 18 日公布第二批 2014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
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共涉及钢铁等 10 个产业 132 家
企业。

根据公告，第二批名单中所涉及行业包括炼钢、铁合
金、铜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
稀土等十个产业。公告要求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在今
年年底前关停列入公告名单内企业的生产线，拆除相关
主体设备，确保不得恢复生产和向其他地区转移；同时做
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的现场检查验收和发布任务
完成公告工作。

7 月份，工信部公布了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第
一批名单，共涉及炼铁、炼钢等 15 个工业行业的 1000 多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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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秦文竹 于 泳

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刘惠

兰从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获悉：中国五金
制品行业年产值已突破 1 万亿元，截至
2013 年底，五金行业进出口总额已超过
1000 亿美元大关，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
量达到 4 万家。我国已建成各类五金产
业集群 46 个，总产值超过了 2300 亿元，
并保持了年 10%以上的增长。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
事长石僧兰表示，理事会将继续引领行
业加快转型，重点是引导行业走调整、转
型、升级、创新、质优、节能、环保、安全的
发展之路，促进产业集约化发展，并大力
推进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

我国五金行业年产值破万亿元

因供水管网漏损而导致的水资源浪费已是老生常谈，关紧“跑冒滴漏”的

水龙头，对落后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是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责任。记者调

查发现，有的地区把管网改造费用分摊到居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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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据商务部
服务贸易司统计，2014 年 1 至 7 月，我国共签订服务外包
合 同 103584 份 ，合 同 金 额 596.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4.4%。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391.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5.6%。

1 至 7 月，信息技术外包(ITO)、知识流程外包(KPO)
和 业 务 流 程 外 包 (BPO) 占 比 分 别 为 52.1% 、33.5% 和
14.4%，表明我国服务外包业务中，信息技术外包(ITO)
占主导地位。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是我主要服务
外包市场。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26587 家，从业人员 581.4 万人，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
学历 387.6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 66.7%。

我 国 服 务 外 包 业 务 稳 步 增 长
至 7月底从业人员 581.4万人

本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由中国
通信学会主办的中国智慧家庭产业论坛
日前在北京召开。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视听产品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智慧家庭的概念逐渐向强调家庭
生活信息的全面感知、智能决策与处
理，以及为人民生活提供多样化、多层
次的服务演进。我国智慧家庭产业的市
场规模正在以每年 20%至 30%的速度
增长，产业链建设日益完善。

智 慧 家 庭 产 业 论 坛 举 办

8 月 18 日，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通报了1月至7
月商务运行情况，并就外贸数据回升、利
用外资下降、外资反垄断调查带来的影响
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沈丹阳表示，前 7月的消费亮点主要
体现在信息消费、服务消费、农村消费方
面。一是信息消费快速增长。商务部监测
的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7月份网络购
物增长 35.2%，当月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5.3 个百分点。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
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消费。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7 月当月限额以上企业通讯器
材销售额同比增长 24.2%。二是服务消费
需求增加。餐饮企业向大众化转型，有品
牌、有特色的中档餐饮消费活跃，7月份餐
饮收入增长 9.4%，其中限额以下餐饮企
业收入增长约 12.7%。数据显示，7月电影
票房收入达36.1亿元，同比增长102%。三
是农村消费稳定增长。受农村居民收入快
速增加、农村社保体系和商品流通体系逐
步完善等因素带动，农村消费稳定增长。1
至 7 月农村消费增长 13.2%，城镇消费增
长12%，乡村消费增速超过城镇。

7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速扩大，出口实
现两位数增长。按美元计，7月当月我国进
出口总值3785亿美元，增长6.9%。其中出
口 2129 亿美元，创月度出口新高，增长
14.5%，2月份以来增速首次超过 10%；进

口1656亿美元，下降1.6%。
沈丹阳表示，7 月份出口实现两位数

增长表明外贸出口基本回暖。除了外贸
稳增长政策效益显现、国际市场需求改
善外，7 月份民营企业出口活跃拉动出口
增长是重要因素。7 月民企出口同比增长
23.6%，为今年来增速最高的一个月。另
外，部分行业和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7
月份，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都实现
了两位数增长。由于我国与欧盟、美国和
日本等发达市场贸易保持增长，对港贸
易增速扩大，所以加工贸易出口实现了
两位数的增长。

沈丹阳还介绍了我国出口领域的新
趋势。他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
速首次超过进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
展的亮点。随着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
业，促进对外文化贸易等政策效应逐步
显现，下半年服务进出口将延续双位数
增 长 ，全 年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有 望 超 过
6000亿美元。

沈丹阳表示，目前出口仍然面临国际
市场需求的回升还不稳定，贸易摩擦还在
增多，国内的综合竞争新优势还没有完全
形成等制约，要完成全年预定的工作目标
还有很大的压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今年 7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8.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95%。针对 7 月
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大幅下降是

否与外资反垄断调查相关的疑问，沈丹阳
表示，在国内加大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
吸收外资的数据在个别月份有一些波动
是正常的，不足以反映整体的走势，更不
能去跟外资反垄断调查挂钩，或者做其他
没有根据的联想。

沈丹阳表示，《反垄断法》实施 6 年
来，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中国本国
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并非只针对外国企
业。在反垄断法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
不存在排外的情况。查处垄断行为是国际
通行做法，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涉嫌
垄断行为开展调查是促进公平竞争、保护
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容。很多企业包括外
资企业都承认这一点，认为这是好事。

“相信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仍将在
中国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会因为查几个
案子，就把外商投资企业吓回去。” 沈丹
阳说。他表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外商
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而且绝大多数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守
法经营的。

沈丹阳表示，我国将不断加大对外开
放的力度，进一步优化对国际投资者服
务，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中外投资合作的平稳发展和深度拓展
创造更为优良的外部条件，中外投资合作
一定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局面。

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张雪从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目前东北西部旱情继续发展。截
至 8 月 18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共有 4111 万亩大秋
作物受旱，其中辽宁省 2779 万亩，比 8 月初增加 1703 万
亩，有 26 万人、8 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吉林省
1009 万亩，比 8 月初增加 556 万亩；黑龙江省 323 万亩，
全部为轻旱。

东北旱区各地正全力以赴组织抗旱减灾。辽宁省政
府紧急安排 7000 万元抗旱资金，支持地方开展抗旱应
急水源工程建设。省防指启动了抗旱Ⅲ级应急响应，派
出 6 个工作组赴受旱地区检查旱情，并利用大伙房水库
输水工程从浑江调水 2 亿立方米，同时调度全省水库累
计向旱区补水 1.6 亿立方米，保障了下游城市的生活用
水和沈阳、抚顺、辽阳等市 132 万亩水田的灌溉用水。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抗旱劳力 190 万人次，开动机
电井 21 万眼、泵站 1551 座，机动运水车 12 万辆，累
计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830 万亩，临时解决了 31 万人、7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旱情继续发展

东北地区全力抗旱保秋收

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针对辽宁省
近期严重旱灾给受灾群众造成的生活困难，今天 9 时，国
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帮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工作。

今年入夏以来，辽宁省南部、西部地区的大连、朝阳、
阜新、锦州、葫芦岛 5 个市普遍降水偏少、温度偏高，旱情
持续发展。8 月份后，旱灾蔓延至沈阳、鞍山、抚顺、营
口、辽阳、铁岭、盘锦 7 个市。据辽宁省民政厅报告，截至
8 月 18 日 8 时 ，旱 灾 已 造 成 辽 宁 省 545.9 万 人 受 灾 ，
116.99万人需生活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 1423千公顷。

灾害发生后，辽宁省减灾委、民政厅启动Ⅲ级救灾响
应，派出 5 个工作组深入重旱灾区核查灾情，指导做好受
灾群众救助工作，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组织 310 个工作组，
将 16.7万吨粮油等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助辽宁做好旱灾区群众生活救助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2014 南
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 8 月 15 日在广州
广交会展馆开幕。

今年的南国书香节继续坚持公益办
展，读者免收门票，300 多场名家讲座活
动免费向市民开放。5 万平方米的展场
被划分成羊城书展、少儿、港台及海外、
民营、数字出版动漫及文具等五大板块，
设有 42个展销专区。

今年书香节以“让读书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培育全
民阅读兴趣。书香节在主会场设立了
主题沙龙、广东馆活动区等 8 个主活
动专区。

2014 南 国 书 香 节 举 办

○ 前7月的消费亮点主

要体现在信息消费、服务消

费、农村消费方面

○ 上半年服务贸易出

口增速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对

外贸易发展的亮点

○ 吸收外资的数据在

个别月份有波动是正常的，不

能与外资反垄断调查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