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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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星期三
2015年4月

农历乙未年二月廿七农历乙未年二月廿七

第11594号 （总12167号） 今日 16 版

日1515

沿着四川芦山县龙门乡青龙场村
老街旁新建的一条柏油路直行不到1公
里，便是白伙组新村聚居点。红色琉璃
作瓦，棕色漆木为墙，一栋栋木架新房在
阳光的映照下，分外养眼。如果不是记
者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如诗如画的美
景，会出现在强震后的芦山农村。

“从开始建房、装修到搬进新家，只
用了半年时间，之所以选择现在的木结
构，主要是考虑到在地震时相对安全，
而且冬暖夏凉，比较舒适。”作为第一户
搬进新家的业主，白伙新村自管委主任
张兰坪兴奋地告诉记者，“在新村聚居
点开建前，政府把我们村民代表请到外
地参观，最终村里自建委确定修建了这
种别具一格的木架结构房。”

白伙组新村聚居点是“4·20”四川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政府引导规划，村
民自主重建的一处示范点。与汶川地
震后政府的全盘接管不同，芦山地震
灾后安置房采用的是“统规自建”的方

式。在重建过程中，白伙聚居点坚持
以受灾群众为中心，由群众代表组成
的“自建委员会”，从选房址到谈价格，
从管资金到监质量，从集建议到理纠
纷，全部自己“当家作主”。

自主增加了透明度。“过去一受
灾，大家都是‘等、靠、要’。现在聚居
点修房子，大小事情都是我们说了算，
也不用担心干部有私心。”张兰坪谈起
自建委员会，感慨地说，“而且房子比
以前建的又快又好。”

自主更激发活力。记者看到，白
伙组村不仅家家建起了新房，还有不
少人家做起了买卖。“开业 3 个多月
了，生意还可以。客人多的时候，每天

营业额有 1000 多元。”新村聚居点的
邓主文成了邓氏牛杂火锅店的老板，
而白世强家开起了超市，张兰坪家则
办起了茶馆，几家生意也都还不错。

据了解，像白伙组新村聚居点一
样，目前雅安市232个新村聚居点，在当
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灾区群众
的主体作用，全部建立了自建或自管委
员会，有力推动了灾后重建工作开展。

“4·20”芦山强震后，中央首次将
灾后恢复重建的“指挥棒”交给四川，
实行以地方政府为决策、实施和责任
主体的“地方负责制”。

“面对社会矛盾集聚与管理创新
滞后、群众需求多元与地方资源有限

形成对立，作为党中央确定的‘以地
方 为 主 ’ 重 建 体 制 的 首 个 ‘ 试 验
田’，如何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构
建与各类组织、各类群体的沟通合作
机制，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正视和思考
的问题。”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重建
办主任青理东介绍说，雅安市一方面
按照重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要求，
加快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另一方
面从整体联动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
倒逼的项目推进机制、“六位一体”
的底线约束机制、因地制宜的援建帮
扶机制、群众主体的自建自管机制、
整合叠加的效应放大机制等 6 个方
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震后的雅安，百废待兴。按照灾
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共有 11 个大
类、2200 个项目需要重建。纷繁复
杂的重建任务，常让人望而却步，以
至于灾后重建工作一度推进乏力、局
面胶着。 （下转第二版）

机制在探索中变“新”

破除

﹃
速度焦虑症

﹄

—
—新常态下看速度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破除

﹃
速度焦虑症

﹄

—
—新常态下看速度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数据潍坊”意味深长。
去年一年，山东潍坊关停环保不

达标企业 678 家，这些企业上年总产
值是 156.7 亿元。尽管如此，潍坊去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1%，仍高于山
东全省 0.4个百分点。

今年 1 月至 2 月，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9.7%，税收收入增长
9.4%，高于全省平均 4.8个百分点。

清明时节，百花初绽。记者到潍
坊城乡采访，发现还有一个数字让潍
坊人津津乐道：山东省环保厅监测，去
年“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达 204
天，仅次于威海、烟台、青岛、日照 4 个
海滨城市。

潍坊转型升级，如何做到换挡不
减速？潍坊市委书记杜昌文说，经济
转型升级，要求在经济持续发展与环
境持续改善之间的平衡，找到一个最
佳结合点。

做减法“掐掉”差的

以重化工和传统产业为主的潍
坊，用全省第一的煤耗、电耗、油耗
和排放量，换来了全省第四的工业总
产值。浓烟滚滚的发展，撞到不可持
续的墙上。

2013 年，山东省提出要求，潍
坊 PM2.5 排放达到 70 微克才算达标。
当时，潍坊的 PM2.5 排放量是 97 微
克。节能减排任务不仅要达到省里要
求的目标，还要减少更多，才能留出
地区发展空间。潍坊市测算结果是，
PM2.5要减少到 2013 年的 50%，才能
给 地 区 经 济 留 出 每 年 增 长 10% 的
空间。

因此，2013 年 9 月，潍坊市决
定实施“386”环保行动：用 3 年时
间,打好消灭污水直排、自备井整
治 、 河 道 生 态 修 复 、 推 行 “ 煤 改
气”、整治空气异味污染、淘汰黄标
车、防控城市扬尘污染、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 8 大战役，实现总量减排和
水、气环境质量改善的 3 大目标和建

立逐步加严的环境标准，配套建立区
域限批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形成生态环保倒逼机
制，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关 停 排 放 超 标 企 业 是 潍 坊
“386” 行 动 第 一 步 ， 也 是 最 难 一
步。一位老板红着脸质问市领导：

“我一万多工人咋吃饭？”前几年招商
引资来的企业负责人找到领导，委婉
地说，“这样下去，我们还能合作
吗？”两年来，说情的、告状的，都
没能动摇潍坊市打好这场攻坚战的
决心。

做减法是“掐掉”经济发展中差
的部分，而“掐”就需要一定力度。
去年一年，潍坊关停超标企业 678
家，关停生产线 160 多条。而经济增
速仍然高于全省。潍坊发展还有 3 个

“高于”：企业利税增幅高于销售，财
政收入高于 GDP，农民收入增幅高
于城镇居民。“做了减法之后，经济
发展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潍坊发展
有‘干货’，而且我们的‘干货’是
有质量的。”杜昌文说。

做加法“换上”好的

减法是为了换挡，加法才能保证
不减速。潍坊用减法“掐掉”差的，又
用加法“换上”好的。

潍焦集团不久前拆掉的焦化厂还
依稀可见。潍焦集团总经理助理刘增
光告诉记者，公司关停了总投资 5.6亿
元的两个还能正常生产的项目,投资近
20 亿元搞技改搞环保，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4.2万吨。新上了3个投资5亿多
元的项目。这就是“加减”的“得数”。

环保行动不是把企业推向对立
面，而是拉着推着他们往高处走。一
年多来，潍坊兴建环保治理项目 516
个，总投资 92 亿元。同时，政府严格
把关，有 110 个投资共计约 170 亿元
的污染项目被拒之门外。

技 术 创 新 是 做 加 法 的 重 要 引
擎。潍坊高新区办公楼对面，3 栋现
代化建筑正在崛起。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牌子闪闪发
亮。 （下转第二版）

题图 潍坊城市新貌。（资料图片）

一年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一年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 678678 家家，，经济增速仍达经济增速仍达 99..11%%——

潍坊潍坊：：换挡升级不减速换挡升级不减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经济运行中的不少指标继续走
低。例如，PPI 延续跌势，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持续处于低位，等等。这些经济指
标表现疲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
我国经济所处的复杂环境，面临的诸多
困难。提醒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积极进
取，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千方百
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民生持续改善。

伴随着一些经济指标的走低，如何
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又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在某些海外媒体上，中国经
济崩溃论、断崖论、硬着陆等论调此起彼
伏。而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背后，其实
是“速度焦虑症”在作祟。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
始终保持快速扩张的增长势头，经济增
速一度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即便是受到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宏观经济也能实现

“八九不离十”的增长速度。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

总量已经突破 60 万亿元大关，跻身于
“10 万亿美元俱乐部”。在如此庞大的
总量之上，GDP 总量每增加 1个百分点，
其代表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水平，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比
过去更加艰辛。而且，我国发展面临“三
期叠加”的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
动力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
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中国经济
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客
观事实，应该保持“平常心”，摆脱速度情
结和换挡焦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国面临的第一要
务，也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以来，粗
放的发展理念使我国资源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造成了我国的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许多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全球制造业分
工中，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因此，我们要把握
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
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也要调
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我国经济目标增速为 7%左右，
这一经济增长目标，是我国的主动选择，合乎发展规律，也有利于
实现长远目标；充分考虑了增速换挡与产业升级的双重要求，既不
让经济失速，又有利于集中精力调结构。此外，根据近几年经济增
长、结构变动与就业增加之间的关系估算，7%左右的经济增长，
能够带动 10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指标虽然持续回落，但一季度经济总量占
全年比重相对较小，部分经济指标变化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影响相对
较小；特别是今年 1、2 月份数据受到季节、春节错月、气温偏高
等因素影响，一些指标出现回落也是正常的。

还要看到的是，尽管经济指标放缓，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仍然
较好，积极因素也在不断累积。例如，PPI 虽然持续下跌，但降幅
有所收窄；3 月份 PMI 重回临界点上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
于荣枯线 3.7 个百分点。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发展势头良好，
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相关的新业态蓬勃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新产品较快增长，文化娱乐、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也有
所加快。

需要指出的是，7%左右的目标是预期性、引导性目标，而非
约束性指标。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可从自身实际出发考虑预期目
标，可以高一些，也可以低一些。因此，我们必须破除“速度焦虑
症”，扎扎实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科学重建·芦山新模式 ① □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本报记者 徐如俊

单保江 魏永刚

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讯 记者陈果

静 郭子源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 3.68 万亿元，同比多增 6018
亿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85.9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4.0%，增速比上月末低
0.3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高 0.3 个百分
点。在存款方面，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
加 4.15万亿元，同比少增 1.64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显示，一季
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4.61万亿元，比
去年同期少8949亿元。从结构看，一季
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3.61 万亿元，同比多增 6253 亿元，占同
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78.3%，同比高 24.1
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7%，同比低5.1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0.03%，同比低
5.2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
比1.3%，同比低9.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
占比6.9%，同比低0.1个百分点。

数 据 还 显 示 ，3 月 末 ，广 义 货 币
(M2) 余 额 127.5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狭义货币(M1)余额 33.7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9%；流通中货币(M0)余
额 6.2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相关报道见六版）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3.68 万亿元
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讯 记者刘

慧 张雪报道：在水利部今天召开的农
田水利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
农水司副司长倪文进介绍说，2014 年
10 月以来，我国加快冬春农田水利建
设步伐，截至2015年3月底，完成投资
3467.54 亿元、农民投劳工日 34.87 亿
个，分别占年度计划的 93.4%、93.8%，
较上年同期分别快7.8%、6.5%。

据介绍，各地大力推进区域规模
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2011 年以
来全国累计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9300 多万亩。同时，不断完善和创新

农田水利建设体制机制，组织发动社
会各方力量特别是农民、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继续呈现力度大、投入多、进展快
的好势头。

目前，全国建成的 9.8 万余座各
类水库、7700 多处大中型灌区、2000
多万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绝大部分
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已经达到 9.52 亿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52%，生产了占全国
总量约 75%的粮食和 90%以上的经
济作物。

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建设投资3467亿元

编者按 “4·20”四川芦山地震两年来，作为党中央确定的“以地方为

主”重建体制的首个“试验田”，四川省及雅安市积极探索，创造出灾后科学

重建芦山新模式。在芦山地震两周年纪念日之际，本报记者深入灾区，就芦

山灾后重建模式和经验采写了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详见六版详见六版））

新华社伦敦 4 月 14 日电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副总裁陆彩荣 14
日在伦敦书展上宣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全球发行量突破
400 万册，其中海外发行 40 万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
人著作海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第 44 届伦敦书展当天正式开幕。首次亮相享誉国际的伦敦书
展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文种版图书受到来自各国参展商、当地
媒体、英国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成为本届书展中国展团的一
大亮点。陆彩荣说：“这本书在全球的持续热销，一定会带动越来越
多的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发展和变化中的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文种版自 2014 年 10 月在德国法兰克福
国际书展首发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广泛关注，并引起热烈反
响。多国现任和前任政要以及多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在第一时间撰
写书评和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世界各国重要媒体包括西方主流媒
体先后刊发了 400 多篇报道，对该书进行推介和评论。在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下，该书的发行数据持续攀升。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全球发行量突破400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