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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系统援疆 4 年投入中央资金 311 亿元
将加大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民航飞机取消头等舱了？近日，网
上传出中国联合航空、中国南方航空要
取消头等舱座位的消息。《经济日报》
记者向两家航企求证后得知，中联航已
于 9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头等舱座位，同
时启用商务舱座位；而南航也将于 10
月 26日起将国内航线窄体机头等舱改为
公务舱，系统代码更名也将同步进行。

航企最高端的舱位数量被削减，是
否意味着头等舱销售表现不佳？记者中
秋期间拨打国航、东航、南航等公司的
票务销售电话，相对于销售火爆的经济
舱位而言，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热门航
线的头等舱都有空位。而据销售人员介
绍，往年节日期间，热门航线的头等舱
位尽管价格较高，但仍比较抢手。

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一年，受国
内高铁网络日渐成型、机场航班延误
频繁等多种因素影响，头等舱和商务舱
的销售额双双下降。就此，中国航空运
输协会专家委员綦琦认为，部分航企意
识到了国内市场头等舱消费市场萎缩的
客观事实，及时进行产品调整，不失为
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部分民航头等舱降格也

被认为是产品定价回归理性的表现。因
为在此轮头等舱调整过程中，南航、中
联航的舱位调整仅仅变更了舱位名称，
而座位和服务并无变化，地面及空中服
务的标准也保持不变。南航表示部分航
线公务舱运价与调整前头等舱运价基本
一致，部分航线公务舱运价低于调整前
头等舱运价；中联航则表示更名为商务
舱的票价将会比调整前的头等舱票价降
低 50%到 70%左右。也就是说，乘客今
后可以花商务舱的钱享受到头等舱的
待遇。

但綦琦表示，这并非意味着消费者
占了民航的“便宜”，其实下降后的舱
位等级和价格，才能体现出窄体机高端
舱位的真正价值。“以南航 B737 窄体客
机为例，该客舱宽度只有 3.5 米左右，
其头等舱座位偏窄、舒适性不佳，只相
当于宽体机公务舱。因此以前国内很多
窄体机的乘客是花了头等舱的钱坐公务
舱，所以南航此次降格改名相当于回归
本质。”

总体上看，头等舱降格的原因多
样，既有来自政策层面的压力，更有市
场变化带来的调整动力。改名也许只是

外在表象，经营思路上的转变才是关
键。綦琦认为，近一年来运输市场的竞
争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扭转航空运
输是高端消费、奢侈享受的固有思维才
是当务之急，“让航空回归到高效出行
的本质，以满足大众化出行为宗旨、放
下架子，投放更多优质资源发展低成本
航空运输，通过自身效率的提高参与到
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中来，才能
最终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做大航空
消费市场。”綦琦说。

然而，头等舱作为民航产品的一个
细分类别，即便在奉行节俭的今天，仍
然有存在的理由。应该让市场最终决定
头等舱的命运，航企要做的就是紧盯市
场调整销售策略。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目
前头等舱的更名调价基本限定在窄体机
范围内，各宽体机仍然会保留头等舱配
置，因此也就意味着头等舱并不会全面
退出市场。但在民航奢侈化消费进一步
被抑制、大众化消费需求潜力逐步释放
的当下，如何同时做好高、中、低端产
品，让两舱产品重新赢得市场青睐，是
各航企普遍面临的一大挑战。

航 企 缘 何 取 消 头 等 舱
本报记者 李 景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赵登

华报道：第一届国研智库论坛 9 月 13 日
在北京举行。该论坛由中国发展出版
社主办，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承办。

在本次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发布了过去一年的重要课题研究
成 果 暨 丛 书 。 在 论 坛 的 主 题 研 讨 环
节，与会智库机构的代表围绕“国家
治 理 现 代 化 与 中 国 特 色 新 型 智 库 发
展”这一主题，分中央级智库、高校
智库、地方智库 3 个单元，进行了广
泛、深入地探讨和交流。

首 届 国 研 智 库 论 坛 举 行首 届 国 研 智 库 论 坛 举 行

本报海口 9 月 14 日电 记者何伟

报道：“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13 日
在海口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6000 多
名规划专家在 3 天的会议中，围绕“城乡
治理与规划改革”这一主题展开交流与
讨论。

本次年会共设 38 个平行会议，将就
规划作用与规划改革、区域规划与城市
经济、规划管理体制、市民化与老龄化、
棚户区改造、生态治理、城市文化传承
等方面展开学术交流。

2014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年 会 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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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9 月 14 日电 记者顾阳

报道：“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系列
学术论坛今天在天津大学举办。来自全
球知名商学院院长、商界领袖及部分师
生代表就商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知识发
展、社会服务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天津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
批设立经济管理学院的 4 所院校之一。
30 年来，天津大学培养了管理及经济学
类毕业生 5 万余人，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论坛举办

本版编辑 于 泳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总公
司获悉：9 月 12 日全国铁路共发售车票 969 万张，创单日
售票量新高。

据统计，国庆假期车票从 9 月 9 日起开始预售，截止
到 9月 13日，全国铁路日均发售车票 832万张，比去年同
期日均增加 119万张。

9 月 12 日共发售车票 969 万张，创铁路单日售票量
新高，比历史高峰日增加 32 万张。其中，互联网售票
541 万张，占售票总量的 55.8%，比历史高峰日增加 40 万
张；手机售票 105万张，比历史高峰日增加 33万张。

9 月 12 日铁路发售车票 969 万张
售票量创单日新高

9 月 12 日铁路发售车票 969 万张
售票量创单日新高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据中央气象
台消息，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和
西部、黄淮大部、华北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
雨，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目前华西强降雨
区域江河水位普遍上涨，土壤含水量大，四川、陕西及重庆
等地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山洪、滑坡等地
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内涝。

另外，中央气象台 14 日清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
警。预计，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15日上午将穿过吕宋
岛北部进入我国南海东部海面，以后逐渐向广东西部到海
南东部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将再次加强，最强可达强台风
级。受“海鸥”影响，15日夜间至 17日，广东中南部、广西
西部和南部、海南大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

多 地 受 秋 雨 台 风 袭 击
气象专家提醒严防地质灾害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国家旅游局
日前发出旅游安全提示，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菲律
宾。国家旅游局提示说，菲律宾警方近日证实，有犯罪团
伙计划袭击中国使馆、中资机构和菲商场等公共设施。
鉴于菲律宾安全形势恶化，外交部领事司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暂勿前往菲律宾。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旅行社及在线旅游服务公司，
均已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预警机制与旅游保障，采取
劝退游客、全额退款等措施。对正在菲律宾旅游的中国
公民，各旅行社正按出境旅游安全方面有关规定，做好通
知、通报和提醒、提示工作，以确保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
合法权益。

国家旅游局提醒公民暂勿赴菲
旅行社已启动预警保障机制

“窝电”，简而言之是指发出来的电无法向外输送
并消化掉，是电力生产、输送、需求不匹配的表现。

总的看，造成“窝电”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由于
电力发展过度超前，或因突发因素影响造成经济波动，
带来供大于求，从而造成窝电；二是因为电源布局不合
理，或电源电网不协调，造成发电机组、发电厂或局部
电网由于联结元件的限制，多余电力不能向系统输送。

以东北地区为例，2013年，全国电力消费平均增
长幅度为7.49%，但是黑龙江省仅有2.09%，全国倒数第
一，吉林为 2.64%，全国倒数第二，辽宁情况稍好为
5.72%，但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窝电”问题，我国不少地区都存在“弃
风、弃水、弃光”等现象，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浪费。
解决“窝电”问题，首先要从规划入手，使电源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既要实现电源建设适当超
前，又避免供给能力大幅过剩；其次，要加快配电网
建设及智能化升级，提高电力系统对分布式能源的消
纳能力；再次，要加快跨区跨省输电通道建设，尽快
核准建设大型风电、太阳能基地以及西南水电基地的
外送通道，确保新增电源及时送出、现有电源过剩能
力得到有效消纳。

（本报记者 林火灿整理）

“ 窝 电 ”问 题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2014 健康中国行——
2014 科学就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日前启动，国家卫生计
生委联合多部门围绕“科学就医”的主题，发布了科学就
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计生委新
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表示，卫生计生委目前正
在组织专家编写科学就医核心信息释疑，定稿后将择期
发布，更好地引导公众就医行为。

科学就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主要包括：科学就医是
指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度的医疗卫生服
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健康。遵从分级诊疗，提倡“小病
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避免盲目去大医院就
诊。定期健康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鼓励
预约挂号，分时段、按流程就诊。参加适宜的医疗保险，
了解保障内容，减轻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

科学就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发布
有助引导公众就医行为

如今，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不
少人遇到寻常小病往往不去就医,而是凭
经验自我药疗。但是，面对市场上琳琅满
目的药品，你真的熟知所购药品的药效、储
药方式以及用药禁忌吗？根据中国红十字
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
约 40 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为不安
全用药所致。

“可以说，我国居民安全用药形势非常
严峻，不遵医嘱、不按说明书、盲目用药等
误区仍普遍存在。”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科
普传播专家、协和医院主任药师张继春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据去年全国安全用药
月“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的结果统计，
170万参赛者中能够答对全部10道题的仅
为 11%，近九成人对自我药疗、购药储药和
用药禁忌等方面的知识一知半解，这也表
明很多人对不正确用药的危害认识不足。

中国科协也曾对 27 个省区市城乡居
民的安全用药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
87%的受访者曾有过自我药疗的经历、
69%看不懂药品说明书、36%表示在自我

药疗时出现过失误。
对此，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科普传播

专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药师
周筱青认为，目前居民自我药疗主要凭经
验，医药知识非常匮乏，“有时看似问题很
小，却为重大药害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凭经验’的不安全用药问题在老
年人、儿童特殊群体中更多。”张继春介
绍说，据统计，我国中老年人平均患有
3.1 种疾病，有的甚至患有五六种疾病，

“每患一种疾病就要服用相应的药物，有
的患者甚至服药多达20多种，多种药物可
能互相干扰，不但影响疗效，还会有较大
副作用。”

儿童群体安全用药问题更为突出。
2013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数据
显示，14 岁以下儿童占了 10.6%，越是
年幼的儿童，用药不良反应越严重。南方
医药经济研究所“儿童安全用药大调查”
数据显示，儿童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约
12.9%，新生儿更高达 24.4%。“3 岁以下
的婴幼儿，尤其是 1 岁以内的孩子，肝、

肾等器官发育未成熟，功能不全，不安全
摄入药物对器官的损伤非常严重。”周筱
青介绍说，我国 7 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
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 30 万，超
过聋哑儿童总数的 30%。

“儿童用药问题折射出家长对儿童用
药安全的认知不足。”周筱青强调说，许
多家长对药品的安全储存意识非常薄弱，
有调查显示，18%的家长把儿童药和成人
药放置在一起，11%的家长选择把药品放
在随意可取的地方。更严重的是，31%的
家长曾把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吃，42%的
家长在给孩子吃两种以上药时不注意药物
的有效成分。

针对公众普遍存在的安全用药问题，
国家食药监总局已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启
动为期 2 个月的“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
一方面，公众可登录竞赛官方网站参加第
三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对自己的安
全用药水平进行测试；另一方面，关于安全
用药方面的具体问题，公众也可拨打“安全
用药专家咨询热线”进行咨询。

近九成人对自我药疗、购药储药和用药禁忌知识一知半解——

居民安全用药意识亟待提高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我国居民安全用药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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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 9 月 14 日电 记者乔

金亮报道：全国农业援疆工作座谈会今天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召开。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2010 年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举行以来，全国农业系统充
分发挥行业优势，从政策资金扶持、科技
人才支持、生态保护与建设等方面不断加
大援疆力度，取得积极成效。

政策资金扶持方面：2010 年以来，农
业部会同有关部门累计安排自治区和兵
团各类中央资金 311 亿元，是“十一五”期
间的 3.3 倍，重点支持了退牧还草、保护

性耕作、种养业良种繁育、牛羊肉发展
等。各对口支援省市农口部门落实援助
资金约 17 亿元，北京市、江西省等援建了
种植示范基地。

科技人才支持方面：重点支持新疆加
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开展特色农业
科技创新研究，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累计培训 30 多万人次。各有关省市农口
部门派出专家赴新疆开展技术指导与服
务，累计举办培训班 1000多期。

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大力实施草原
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支持新疆建设草原围

栏 5480 万亩、舍饲棚圈 6.4 万户，实现游
牧民定居 10.7 万户。支持农村沼气建
设，4年来近 15万农牧户受益。积极开展
增殖放流活动，支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基
地建设。

新疆农牧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韩长赋表示，下一
步，农业援疆将加大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力度。加强新疆中低产田和盐碱
耕地改造，支持新疆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成一批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大力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完善农田水利设施，

推广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支持高效
灌溉饲草料基地建设，加强牲畜棚圈、草
料棚建设。

农业部将加大对新疆农牧业结构调
整的支持力度。支持新疆稳定发展粮食
生产，推动新疆棉花种植向南疆优质高产
棉区集中。大力推动南疆草食畜牧业发
展，积极争取退棉种草和青贮饲料、基础
母畜扩群增量等补贴政策，启动南疆肉羊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项目。农业部还将加
大对新疆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科推广和
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张宏宇张宏宇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