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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康型材工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在 玉 溪 市 通 海 县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登 记 注

册，股东合俊坤、董天伟、纳宏嘉、沈芙

蓉。经 2014 年 9 月 1 日股东会决议，决定

将全部股权转让，经全体股东决定，凡涉

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往

云南大康型材工业有限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登记，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维利

电话：15903299951

云南大康型材工业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股权转让公告

近日，农业部下发《到 2020 年化肥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 2020 年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两个行
动”分别提出目标：到 2020年，化肥利用
率达到 40%以上、比 2013 年提高 7 个百
分点，力争实现农作物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达到 40%以
上、比 2013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力争实
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为何提出零增长目标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进入 21
世纪连续迈上 11000 亿斤和 12000 亿
斤台阶，化肥和农药功不可没。然而，看
到功劳的同时，我们不能回避过量施用、
盲目施用化肥、农药带来的问题。以化
肥为例，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
衍德介绍，1979年至 2013年 35年间，我
国化肥用量由 1086 万吨增加到 5912 万
吨。近几年，因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化肥用量增长率出现下降，但农作物亩
均用量仍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化肥、农药的不科学施用，让我们一
面收获，一面付出代价。“这造成了农业
面源污染，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
了农业生产成本。”曾衍德说，在资源要
素绷得很紧、种植效益仍然偏低、环境承
载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靠大量投入
资源和消耗环境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
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科学施
肥施药。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到

2020 年化肥、农药使用量双双零增长的
目标。

靠什么实现零增长

“2015 年到 2019 年，我们要逐步将
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 1%以内，力
争到 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
现零增长。”在曾衍德看来，这一任务虽
然艰巨，却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现在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一要减去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多用
的部分化肥，提升利用效率。我国蔬菜、
果树等经济园艺作物过量施肥比较普
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
城市郊区施肥量偏高。这些地区和作
物，是化肥减量的重点。二要推进有机
与无机的结合。我国有机肥总养分约
7000 万吨，实际利用率却不足 40%。要
利用有机养分资源替代部分化肥用量。”
曾衍德说，实现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关
键是把握好“精、调、改、替”4 字要领：推
进精准施肥、调整化肥施用结构、改进施
肥方式、有机肥替代化肥。

对于农药的施用，曾衍德坦言，要扭
转现在的局面，实现零增长目标的难度
同样不小，需要重点在“控、替、精、统”4
个字上下功夫，努力实现“三减一提”：减
少施药次数、施药剂量、农药流失，提高
防治效果。

从实践来看，这一技术路径是切实
可行的，去年农业部建立了专业化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示范区 538
个、示范面积 920 万亩，一般大田作物每
季减少用药 1 至 2 次，园艺作物每季减
少用药 3 至 4 次，化学农药用量减少了
20%至 30%。

会否影响粮食增产

化肥可以增产粮食，那么，化肥减量
是否会影响粮食产量？

曾衍德给出的答案是：化肥减量不
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而且有利于粮食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第一，我国
化肥用量较大的作物主要集中在蔬菜和
水果，把用肥量大的经济作物的化肥用
量减下来，不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影
响。第二，我国粮食作物的施肥水平高
于发达国家，在不同区域还存在不合理
现象，但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已建立一些
成熟的技术模式，特别是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的推广，不会影响粮食单产。
第三，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和有机肥的利
用，不仅能够减少化肥用量，还能实现产
量的提升和节本增效。

这些年，由于气候的变化和耕作栽
培制度的改变，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
发、重发的态势，有人担心，农药减量会
影响防病治虫的效果。

对此，曾衍德表示，病虫害防治讲究
科学防控，只要对症用药、适时用药、适
量用药，就可以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农药
用量。“在农业部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融合推进示范区，一般化学农药用

量减少 20%到 30%，不仅没有影响防治
效果，而且还可以实现亩增产 8%以上、
节本增效 150元以上。”曾衍德说。

有机肥有多大作用

把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秸秆养分还
田⋯⋯，以有机肥替代化肥，被认为是
实现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一个重要途
径，此举还可以改善土壤质量、保护生
态环境。然而，我国虽有丰富的有机资
源，利用率却不高。曾衍德说，提高有
机肥资源利用水平，是目前急需突破的
重点工作。

“有机肥的利用，一个难点是农村劳
动力短缺。我们要推广机械施肥技术，
为秸秆还田、有机肥积造等提供有利条
件；发展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全程
或阶段性、季节性施肥服务，克服农村劳
动力短缺的瓶颈。”曾衍德表示。

对于有机肥的来源问题，他说，“现
在畜牧养殖规模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也
带来畜禽粪便堆积的问题。今后，要在
推进农牧结合中，特别是在城郊肥源集
中区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周边建设有机
肥工厂，在农村秸秆丰富和畜禽分散养
殖区建设小型有机肥堆沤池，逐步实现
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资源化。”

曾 衍 德 坦 言 ， 有 机 肥 的 推 广 使
用，关键还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我们的政策要扶一把，以补助的形式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和规模经营主体增
加有机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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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

农业减“肥”不会影响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张 雪

本报北京 3 月 17 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
示，2 月我国 4G 移动电话用户净增超过
2000 万，总数达到 1.38 亿，在移动电话
用户中占比达 10.7%。

这也是我国 4G 移动电话用户净增
连续 3 个月超过 2000 万。截至今年 2
月 底 ， 我 国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总 数 达 到
12.9 亿户，但移动用户增长瓶颈日益
凸显，其增长几乎全部由 4G 用户的发
展带动。

“我国 4G 用户增长速度呈现加快趋
势，牌照发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赛迪

顾问互联网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耿岩分
析该数据时说。2 月 27 日，工信部向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了 4G 的第二种
牌照，至此，3 家运营商都有了自己“心仪
的”4G 牌照，4G 进入了全面规模商用时
代。“3 家运营商今年将加强发力 4G，除
了建设基站外，还将推出更多精细化、差
异化的服务。”耿岩说。

今年前 2个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净
增337.4万户，不足上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与之相应的则是 4G 用户占比的大幅提
升，4G资费下降及精细化服务是推动 2G
用户转向4G用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领跑一年的中国移动 4G 资
费逐步降低，目前 4G 套餐门槛已经降低
至 58 元，还提供流量季度包、半年包等
服务。而为了后发制人、吸引用户，在
4G 资费上，中国电信推出了“用流量免
语音”服务，中国联通也采用套餐外赠送
流量等优惠政策。

耿岩认为，今年将是 4G 的快速增长
期。除了资费下降，以及精细化、差异化
服务等因素外，虚拟运营商将推出更多
4G 服务吸引用户，智能手机换机潮，以
及各种类型的移动终端也将推动 4G 用
户快速增长。

4G 移动电话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
移动互联网软件的丰富，带来了我国移
动互联网流量消费的爆发式增长。今年
前 2 个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4.84 亿 G，同比增长 85.5%。手机上网流
量达到 4.32亿 G，连续 2个月实现翻倍增
长，在移动互联网总流量中的比重达到
89.3%，成为拉动移动互联网流量高速增
长的首要因素。

“移动互联网发挥了更多数据流量
出口的作用，诸如滴滴打车、微信红包等
经典的移动互联网软件功不可没。”耿岩
说，下一步运营商将更注重流量经营。

2月份 4G 移动电话用户净增超过 2000万，总数达到 1.38亿——

4G 发牌叩开移动电话用户增长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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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粉丝、诱导分享等行为将被处理——

腾讯“说明书”剑指“朋友圈”乱象
本报记者 陈 静

近日，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经
济日报社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
编制的 2015年 1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
月度景气指数显示，中经有色金属产业
景气指数为 49.8，较上月回落 1.3 点，已
进入“偏冷”区间。

有色金属产业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
态势，但行业景气度从 2014 年 7 月升至
59.7 后，已连续 6 个月呈持续回落态势。

“价格下降、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困难是
有色金属产业的突出问题。”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华俊分析说，受
“三期叠加”、价格下降及春节因素的影
响，有色金属价格仍在低位震荡。分品
种看，铜价格大幅度下降后，短期内将呈
弱势震荡的态势，仍不排除存在下行的
压力。1 月份，国际市场铜价跌破 6000
美元/吨大关，1 月 14 日更是跌至 2009
年 7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353 美元/吨，国
内市场铜平均价也仅有 41324 元/吨，环
比下降 9.2%，同比下降 19.9%；铝、铅、锌
等金属的抗跌性好于铜，但由于铝产能
过剩、供大于求，国内市场价格走势将弱
于国际市场；黄金等贵金属 1 月份震荡
回升，但全年仍将维持弱势震荡的格
局；部分稀有稀土金属价格，有可能出现
小幅回暖的态势。

“预计 2015 年有色金属价格走势仍
将继续分化。”王华俊进一步指出，除了
受美元持续坚挺、美债利息上升、世界实
体经济对有色金属需求增幅总体放缓等
国际环境影响外，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有色金属价格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一
方面，2015 年国内房地产、电线电缆、家
电、汽车等有色金属下游行业需求增速
继续放缓，作为世界有色金属消费大国，
我国需求放缓无疑是抑制了国内外有色
金属市场价格的走势，这将对有色金属
企业效益持续回升带来压力；另一方面，
今年有色金属企业人力资源及环保成本
刚性上升，有色金属企业融资困难及融
资成本高企短期内难以明显好转，尤其
是个别企业也有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

风险，企业税费高企的现象短期内也难
以根本改观。因此，今年有色金属企业
经营依然困难，有色金属产业效益回升
的压力依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期有色金属
产业下行的压力不小，但全年仍有望保
持平稳运行的态势。“目前，国内经济已
经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也意味
着有色金属行业增长速度的换挡、产业
结构调整压力加大，以及发展动力的转
变，可以说，这给创新驱动带来了有利时
机。”王华俊表示，有色金属行业要深入
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握发展
的新机遇，化解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着力提升产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高压下继续平稳运行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虚假广告多、集赞转发烦、诱导分享令人尴尬⋯⋯腾
讯希望通过一份 6000 多字的“朋友圈说明书”来解决这
些问题。日前，腾讯公开发布 《微信朋友圈使用规范》，
内容涉及朋友圈的内容规范、行为规范、数据使用规范、
支付规范，以及相关的处罚机制等。

按照这份规定，侵权及侵犯隐私类、色情及色情擦边
类、暴力赌博涉黑类，以及违法、虚假广告等内容，均成
为被禁对象，不实信息、诱导分享、诱导关注类内容也将
受到处理。微信官方还将处理在朋友圈“使用外挂”、“刷
粉”等行为。

在这些规定中，朋友圈内的诱导分享行为成为重点清理
对象。用户如遇“分享朋友圈可参与抽奖”、“转发后一生平
安”等信息都可以举报。微信方面宣布，针对公众号通过红
包、抽奖等方式诱导用户将营销内容分享到朋友圈的行为，
一经发现或者被举报，相关消息将被拦截，且永久生效，严
重者甚至会对域名、IP地址、公众号进行封禁。

不过，考虑到微信已经拥有 4.7 亿活跃用户的庞大体
量，想要激浊扬清并不简单。百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 马鸣远表示，“究竟这份规范是绣花枕头还是大锤
子，要看微信从技术手段上可以识别多少违规内容，还要
看有多少用户愿意举报。对于公众号来说，游戏规则的明
确总算避免了不知不觉踩红线的风险。”微店店主张晓薇
则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这意味着很多过去大家用得
熟练的营销方法都没法再用了，我希望的是，我们不能用
的，有腾讯投资的京东、滴滴打车也不能用，否则难言公
平。”她还表示，能够看出微信此举是希望整顿朋友圈

“乱象”，“但水至清则无鱼，我也希望腾讯能够在营造良
好环境与保持商业活力之间找到平衡，毕竟营销的需求将
一直存在，如果仅仅一禁了之，相信卖家们还能找到‘钻
空子’的方法。”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王思北） 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 17 日就 《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指南 （暂
行）》 和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暂行）》 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检查要点拟明确，企业应建立从物料入库、
验收、产品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的追溯管理制度，保证产
品的可追溯性。

检查要点规定了包括机构与人员、质量管理、厂房与
设施、设备、物料与产品、生产管理、验证、产品销售投
诉不良反应与召回等在内的 106项检查项目。

其中，明确企业应建立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
和产品召回制度。发现可能与使用化妆品有关的不良反应
案例应详细记录、调查、分析、评价、处理，并定期向所
在地监测机构报告，重大群体性化妆品不良反应及时报
告，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化妆品不良反应的重复发
生。召回的实施过程应有记录，记录的内容应包括产品名
称、批号、发货数量、已召回数量等。

工作指南则重点规范化妆品生产许可的工作程序，明
确化妆品类别以生产工艺的异同和成品状态为主要划分依
据，划分为：一般液态单元，膏霜乳液单元，粉单元，气
雾剂及有机溶剂单元，蜡基单元，牙膏单元和其他单元。

此外，工作指南还加强了对化妆品生产，尤其是委托
生产的管理。对于委托生产化妆品的，拟规定委托方与受
托方必须为保证产品质量签订委托生产合同，明确双方应
承担的相应责任。委托方有责任保证产品名称和标签说明
内容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受托方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
按照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及实施细则等要求规范组织生
产，确保产品质量，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我国拟加强化妆品生产管理
生产企业需建立全过程可追溯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