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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佘颖报
道：全国老龄办今日宣布，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将于 8 月
1 日启动，4 万名调查员将进村入户，
进行为期 1个月的调查。

本次调查共有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466
个 县 （区）、 1864 个 乡 镇 （街 道）、
7456 个村 （居） 参与调查工作，首次

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目标，是我国最
大规模的老龄国情调查，也是落实中央
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部署的重
要举措。老年人口总抽样比约为 1‰，
样本量达到 22.368 万。目前调查问卷已
发到各县市区，预计参与调查的工作人
员近 4万人。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第四次调
查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王建军表示，第
四次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了养、医、住、
行、用、娱各方面，调查结果将切实反
映新时期我国城乡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

养老需求，特别是困难老年人的民生重
点难点问题。这些真实客观的数据将为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制
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规划和政策提
供科学支撑；为编制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 和全国老龄委成
员单位制定“十三五”专项规划提供基
础数据支持。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
国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已 经 达 到 2.12
亿，占总人口的 15.5%。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呈现
出老年人口增长快、规模大；高龄、
失能老人增长快，社会负担重；农村
老龄问题突出；老年人家庭空巢化、
独居化加速；未富先老矛盾凸显 5 个特
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
年 健 康 养 老 的 危 机 凸 现 ： 截 至 去 年
底，高龄老年人口以年均增长 100 万
的态势上升到 2400 万；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口增长到 3500 万；慢性病老年人
和空巢老年人规模继续上升，均已突
破 1 亿大关。

最大规模老龄国情调查 8 月启动
为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胡杨等绝迹多年的植物重新出现，
林 间 偶 尔 能 看 到 野 兔 穿 梭 的 身 影 ，
2014 年又出现了成群的红顶鹤⋯⋯治
理后的库布其沙漠呈现出一派生机。

记者在主题为“沙漠生态文明·共建
丝绸之路”的第五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
坛上了解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荒漠化
防治，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沙化土
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
里转变为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沙区
生态状况逐步好转，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同
时，还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创造了
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因此，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给论坛的贺信中高度评价了
中国防沙治沙成就。

据了解，荒漠化、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减少是全球三大生态环境问题，
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
挑战之一。中国是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受影响人口达到 4 亿之
多，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540 多亿
元。当前中国还有沙化土地面积 173 万
平方公里，荒漠化防治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

以我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
为例，它位于内蒙古黄河大“几”字内
侧，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是京津沙
尘暴的重要发源地。经过 27 年不懈治
理，目前已有三分之一面积被绿化，绿
化面积达到6000平方公里。库布其沙漠
绿化的实践者亿利集团坚持长期种植甘
草等豆科类植物，使 150 万亩沙漠出现
了生物结皮和厘米级厚的黑色土壤，初
步具备了农业耕作条件，专家称之为

“沙漠奇迹”。
国家林业局的调研报告显示，通过

综合治理，库布其沙漠的生态状况明显
改善，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提高，
沙 尘 暴 次 数 减 少 ， 生 物 多 样 性 逐 渐
恢复。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
万钢表示，科技部门要总结好荒漠化防

治科技成效，精心谋划好“十三五”期
间荒漠化防治科技布局，坚持改革创
新，加大科技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投
入。“十三五”期间，将按照科技体制
改革要求，加强科技发展顶层设计，组
织实施一批环境领域重点专项，支持各
类生态问题治理技术研发与生态绿色产
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治沙
产业发展，为各类科技型企业、更多科
技工作者致力于防沙治沙科技产业创造
条件。坚持互利共赢，加强丝绸之路沿
途荒漠化防治科技战略合作。注重实
效，加强荒漠化防治技术转化应用，增
强科技进步对于荒漠化防治的贡献度。

“今后将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
措施，不断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取
得新的成效”，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说，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
要推动各地尽快划定沙区植被生态保护
红线，抓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
点，严厉打击破坏沙区林草植被的行
为。深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科学恢复
沙区林草植被，着力提升荒漠生态系统
功能。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展
特色沙产业，推动沙区绿色经济发展，
促进沙区脱贫致富。同时，完善政策机
制，吸引全民参与。创新防沙治沙激励
约束机制，提高地方各级政府防沙治沙

责任意识。完善政府投入、税收减免和
金融扶持等政策体系，依法保护治沙主
体的合法权益。

荒漠化地区是生态脆弱区、贫困地
区、生态保护区三区合一。据统计，在
现有的贫困人口中，有超过 2000 万人
主要生活在我国的西北部荒漠地区。这
些地区常年干旱少雨，荒漠化严重，也
是我们国家扶贫攻坚工作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
认为，改善生态环境，遏制沙漠化趋
势蔓延，发展沙漠经济，是帮助这些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和可持续发展进而走向
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探索防治沙漠化新路径——

推动科技治沙 发展绿色经济
本报记者 刘 慧

据新华社福州 7 月 28 日电 （记者黄鹏飞） “橄榄岭
及胡井开寻战壕以防日军侵入内地。闻之，在外诸心均不
安。儿窃思禀慈亲全家来仰，而中途日舰日机横行乱
炸⋯⋯后日军若迫近同安之时，合宜闪避耳。”

走进福建泉州档案馆展厅，这封写于 1937年 12月 1日
的南洋侨批引起游客关注。在信里，缅甸华侨叶福祥记录
了自己在海外得知日军侵扰福建、民众开壕备战的消息，并
时刻牵挂着闽南同安家中母亲的安危。

在闽南、潮汕方言中，“批”即“书信”。自清末以来，因
交通不便，旅居在南洋各地的福建、广东华人华侨往往通过

“水客”及海内外信局寄送钱财及家书，“侨批”即成为一种
信、汇合一的特殊交流载体。

“七七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华南的侵略步
伐。在东南沿海，日军于 1937 年 10 月占领金门岛，后以金
门为据点，不断对福建各地进行轰炸。虽远隔千里，战火里
的故乡却成为海外侨胞心头的牵挂，这个时期的侨批成为
侨胞们转告战况、联系家人的唯一渠道。

“日本占咱金门，现今金门男女数百渡往夷邦觅利，所
以金门店头一概用金门人，因致觅生活十分困难，无可奈
何。”1938 年 5 月，马来西亚华侨刘甫盈寄予家中的侨批中
直接言及，金门沦陷，百姓漂泊南洋逃生求存，千里之外的
战事已经直接影响了南洋华人社会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海外反法西斯战争是站在统一战
线上的，海内外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战争时局也是紧密相关
的。”泉州档案馆副馆长陈若波说，无数侨批写下的是普通
百姓日常的家事，更证明了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不分地域、
不分阶层的民族救亡。

“所以侨批都是百姓的故事，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黄
清海说，从 20 余年前便开始关注、收集侨批档案，为的是留
住最真实的历史。

2013 年 6 月，以福建侨批和广东侨批为主的“侨批档
案”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
海外侨胞和故乡人民的集体记忆载体，抗战侨批向世人传
递着战争历史下海内外中华同胞团结一致的声音。

恰逢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福建泉州档案馆自今年年
初起便开展了一系列抗战侨批文化讲座、档案实物展览、民
间交流等活动。泉州档案馆馆长夏丽清说，目前泉州档案
馆与民间历史研究者、收藏协会等通力合作，希望通过各类
活动让公众更多了解侨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新力量。

烽火家书：南洋侨批中的抗战记忆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针对当前兽
用抗菌药滥用及非法兽药问题，农业部日前印发《全国兽药

（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将用 5 年的时间开展综
合治理行动，进一步规范兽用抗菌药生产、经营和使用，促
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行动方案提出，通过 5 年的综合治理，畜禽标准化养殖
率、水产健康养殖率明显提高，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假劣兽
药生产经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禁用兽药基本杜绝，兽用抗
菌药质量合格率达到 97%以上、动物产品（含水产品）兽药
残留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7%以上。

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将更规范

近日，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
所、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对中国
房地产网络舆情进行分析调查，从近期
大众关注度较高的 11 个热点话题出
发，利用网络爬虫技术得到网络舆情信
息共 58387 条，通过词云、关联分析以
及倾向性分析等技术着重描绘了相关
地产舆情话题间的热度差异、内容特
征、关联关系以及倾向趋势。分析结果
刻画了当前大众的房产话题关注特征，
也从侧面勾勒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
的现状。

调查显示，二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
以“房价上涨”“成交量回暖”为核心热
点，“营业税改革”则在楼市回暖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大众对楼市的态度总体
保持乐观，对国家政策的调控效果基本
满意，并进一步看好房地产市场的企稳
回暖和持续发展。

舆情分析调查首先通过统计热点
话题频数，从中确定当前民众的关注热
点。其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和“成交
量回暖”这两个楼市话题的关注度最
高，同时，“降息”“公积金与首付新政”
这两个与政府政策相关的楼市话题也
受到民众相对较多的关注。

同时，调查采用词云技术，通过对

每个主题所获得的舆情信息进行分词统
计，将出现频数较多的词汇直观体现在
词云图中。对词云图分析结果显示，所
有主题都围绕“房地产”和“市场”两个话
题展开，但每个话题侧重点有所不同。

“房价上涨”“成交量回暖”都以“城市”
“政策”为侧重点，反映出不同城市之间，
政策对房价上涨以及成交量回暖的影响
关注度较高。

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教授朱
建平表示，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今年上
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企稳曙光，一
线城市成交量大幅回升，一系列调控政
策初见成效，因而也吸引了广大民众的
关注。但应注意的是，国内房地产市场
的分化也日益明显，中西部城市及三四
线城市楼市房价与成交量变化情况与一

线 城 市 迥 异 ，并 未 出 现 明 显 的 复 苏
迹象。

关联分析是舆情分析的重要架构
之一，通过分析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利用图形的直观展示，结合关联分析中

“支持度”、“信任度”、“提升度”3 个重要
概念的计算，可以发现隐藏在数据之下
各个主题之间的依赖与联系。

此次分析通过关联规则，发现了
“房价上涨”“成交量回暖”“营业税改
革”“降息”“房地产与股市”“公积金与
首付新政”6 个楼市话题之间的关联关
系，从而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季度舆情
的关注点侧重于政策与股市对楼市所
产生的影响。其中，“营业税改革”话题
虽然在舆情信息中没有获得较大的关
注度，但其对应的关联规则普遍具有较

大的提升度水平，具有较高的价值，这说
明“营业税改革”对“房价上涨”“成交量回
暖 ”等 话 题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引 发 与 先 导
作用。

朱建平指出，4 月份以来，各地方营业
税改革细则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直接减轻
了二手房购买者的税费负担，在直接刺激
成交量上升的同时，也间接地为房地产商
品的提价创造了空间与理由，成为楼市量
价同涨的支撑之一。

倾向性分析通过构建正负向词库，对
每个主体的文本信息进行倾向性识别，该
指标的绝对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乐观或
者悲观的程度大小。

通过对 11 个楼市热点话题进行倾向
性分析，可以发现二季度大多数话题的各
阶段平均倾向程度均维持在乐观水平。
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房价上涨”“成
交量回暖”“降息”“公积金与首付新政”4
个话题各阶段平均倾向程度皆维持在较
高的乐观水平，只有“开发商资金链”与

“房地产信托”话题的倾向程度略有起伏，
出现了乐观悲观交替的情况。

综合来看，二季度房地产市场网络舆
情总体趋向乐观，一定程度上说明大众对
国家政策的实施基本满意，并对楼市进一
步回暖企稳保持积极的态度。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大数据调查显示——

百姓对房地产后市保持积极态度
本报记者 薛志伟

▶ 上半年，一线城市成交量大幅回升，一系列调控政策初具成

效，吸引了广大民众关注

▶ 4月份以来，各地方营业税改革细则出台，直接刺激成交量

上升，为房地产商品的提价创造了空间

▶ 大众对楼市进一步回暖企稳保持积极态度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7 月 28 日，交
通运输部召开全国 ETC 联网第二批入网视频会商会议，
副部长冯正霖宣布吉林、重庆、四川、云南正式并入全
国电子不停车收费 （ETC） 联网区域。至此，全国共有
22 个省份高速公路 ETC 联网开通，覆盖高速公路总里
程近 80%。

吉林、重庆、四川、云南 4 省市并网后，全国联网区域累
计建成 1.01 万条 ETC 专用车道、4.5 万条人工刷卡(MTC)
车道，电子收费用户总量达到 1952 万。其中，吉林的并网
为 ETC 联网连通东北区域奠定了基础，重庆、四川、云南的
加入使 ETC 联网大面积覆盖我国西南地区，纵贯南北、互
通东西的 ETC联网格局指日可待。

22 省份实现高速路 ETC 联网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近日，国家
能源局批准发布了《智能电能表功能规范》等 8 项智能电能
表标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电能表技术发展，提升智能电
能表安全防护、防窃电、抗强磁干扰等技术水平，为智能电
网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此次发布的系列标准分为功能、型式、技术、安全认
证四部分，分别从功能定义、外观结构、技术指标、试验
检测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统一。在外观结构方面，智能电能
表外观型式设计由原来的上千种缩减至 4 种，大幅降低了
电能表企业设计、开发、加工等成本。在通信规约及安全
规范方面，实现了电能数据采集与设定双向交互。

智能电能表系列标准发布

全国首台机动车环保标志自助申领设备 7 月 28 日在陕

西西安投用。即日起，西安市启用新版机动车环保标志，使

用年限直接印刷在标志上，无需人工打印。图为西安市民

为刚购买的新车申领环保标志。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