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兹有张悦的南阳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证号：

98052006

，因不慎丢失，特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信阳大李喷绘广告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李章芳等人组成，请债权
人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 明

兹有信阳福源置业有限
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一枚，章
号：

4115010015283

， 因被盗，

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固始县威盛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证
号：

41152510000042

， 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胡锦涛总书记就海南省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9

月
30

日以
来，海南省遭遇连续强降雨，多条河流发生
超警戒水位洪水，部分地区受淹严重，

164

万
多人受灾。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及时组织受威胁
群众避险转移， 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切
实加强次生灾害防范，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
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要求
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全力
做好海南省当前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和海南省委、省政府遵照中央
领导同志指示，迅速开展防汛抗洪和抢险救
灾， 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被洪水围困群众，

强化气象水情预测预报， 科学调度水利工
程，及时做好出险工程抢险和滑坡泥石流灾
害防御工作。目前，海南省降雨强度已开始
减弱，河流洪水正在消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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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兹有息县余淮豫
S55188

号轿车， 车架号：

265707

，发
动机号：

G4GB5B444181

，其
车购税完税证明， 证号：

5410106793

，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王启峰的豫
SA7565

号轿车， 车架号：

453241

， 发动机号：

6B076740

，其车购税完税证
明，证号：

6410739197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新华时评

□

新华社记者冯源

城镇化发展应当立足基本国情

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该怎么走？刚刚在杭
州闭幕的

2010

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
生活”主题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出：必须走一
条符合国情的城镇化文明发展之路。

我国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
近几十年间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改革开
放

30

年， 我国城镇化率由
17.9％

提高到
46.6％

，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
强大动力。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等问题相
伴而生并日益凸显。

人口数量众多、农村人口比例较高、人均
耕地面积较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科学规划
城市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尽量减少用地，是
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实践表明，

只有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指导城镇化进
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才能实现
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一些地方无视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用“摊大饼”的方式简
单化地扩大城市规模， 不仅造成了新的社会
矛盾，而且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城镇化发展中这种简单
化倾向应当高度重视、坚决克服。

我国的城镇化是在城市人口本来就很稠
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城镇化

有着明显不同。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社会保
障等制度改革， 不断满足进城务工人员住房、

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民生需求，是城镇化
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
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共建共享
的方针，外来人口才能较好地融入城市，为城
镇化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保障。

城市因人口聚集而提升发展效率，但也
因此产生更多能耗，交通、水电气热等供应
压力不断增大。 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宜
居，甚至会使居民生活环境恶化。创造绿色
宜居的城市环境，有赖于科学制订城市发展
规划。从基础设施配套、公共交通管理到区
域定位分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布局调
控， 都需要有相应的通盘考虑和协调配套，

并预留未来的发展空间。只有让科学的规划
走在城市开发的前头，才能有效避免头痛医
头式的被动管理，掌握城镇化发展主动权。

短短
30

多年，中国几乎走过了西方几百
年才走完的城镇化道路，逐步接近中等发达
国家平均水平。这一成就来之不易，其中的
得失值得研究总结。始终从实际出发，走符
合基本国情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走创新驱
动、绿色智能、平安和谐、布局合理、繁荣宜
居的城镇化文明发展之路，是中国城镇化的
方向所在，希望所在。

（新华社杭州
10

月
8

日电）

中央财政“以奖代补” 我国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出台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记者韩洁
徐蕊）记者

8

日从财政部获悉，为进一
步推进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该部门日前
出台意见，部署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中央财政将采取“以奖代
补”的激励约束政策助力地方财政提高
保障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我国首次以正
式文件形式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作出部署。此举是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构建
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的一
项重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 我国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县乡政府实现“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保障基
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以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民生政
策的基本财力需要。

在这一机制下， 中央财政负责制定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保
障范围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民
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等。 保障标准
根据基本保障范围内各项目的筹资责任
和支出标准， 以及与财政支出相关的保
障对象和支出成本差异， 综合考虑各地
区财力状况后分县测算。 中央财政根据
相关政策和因素变化情况， 适时调整和
核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标准。

机制明确，地方财政要采取措施弥
补县级基本财力缺口，一方面要努力发
展县域经济，加强收入征管，增加财政
收入，努力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另一方
面要继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严格控制
和精简财政供养人员， 优化支出结构，

确保县级有关部门和乡镇运转的基本
支出需要和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实。对于

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满足基本财力保
障的县（市、区），省、市级财政要根据县
级基本支出需求， 统筹考虑财力状况，

通过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大转移支
付力度等措施充实县级财力，帮助其弥
补基本财力缺口。

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工作实绩采取
“以奖代补”的激励约束政策，对县级财
力保障较好的地区给予激励性奖励；对
地方消化县级基本财力缺口给予保障
性奖励； 对地方工作绩效给予考核奖
励。对于未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县级财力
保障水平，财力缺口县缺口额继续扩大
的地区，中央财政扣回奖补资金。

财政部表示， 为了保证奖补资金及
早发挥效益， 切实增强县级财政保障能
力，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实行当年核定，当

年下达，事后清算的办法。此外，将探索建
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各地不得通过编报
虚假信息等方式骗取中央奖励资金，不得
截留、挪用中央奖励资金，不得违规购买、

更新小汽车、新建办公楼、培训中心，不得
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否则，一经
查实，中央财政将扣减奖励资金，情节严
重的，取消享受奖励政策的资格。

作为这一机制的配套改革措施，财
政部提出，各地在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理顺
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加大省对下转
移支付力度， 均衡省以下财力分配。结
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当地实际，

积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不断完善充
实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强化乡镇财政管
理，充分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

河南省
医务专家走上街头宣传防控高血压知识

新华社郑州
10

月
8

日电（记者
魏莘陆欢） 今天是我国第

13

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
是“健康体重，健康血压”。一大
早， 河南省多家医院的医务专家
走上街头，为民众义诊测血压，提
供咨询服务。

记者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广场看
到，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有关
研究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等

50

多名
专家， 正在忙碌地宣传着防控高血
压的相关知识， 许多人前来向专家
咨询、求教防治高血压的科学办法。

在现场参加咨询的河南省卫
生厅副厅长、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局长夏组昌说，河南是

1

亿人口的
大省， 高血压患者每年呈上升趋
势， 目前全省高血压患者达到
1700

万人左右。而作为高血压“三
率” 之首的知晓率却一直低位徘
徊， 客观上也使治疗率和控制率
无法明显升高。因此，广泛深入宣
传防控高血压知识十分重要。

据河南省高血压研究所名誉
所长邓启华介绍， 我国高血压患
病人数已达

2

亿之多，且高血压发

病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尤其是
近年来，高血压已是脑卒中、心肌
梗死、 心力衰竭及慢性肾脏病的
重要危险因素，而

40％

至
50％

的心
肌梗死与血压升高有关。 另有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用于高
血压病的医疗费用高达

366

亿元。

专门从事高血压病症研究的
河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医学
博士、副主任医师李玲呼吁，对于
高血压的防治， 社会各界都要重
视家庭自测血压的普及推广，通
过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 唤起患
者的防治意愿， 提升血压管理的
质量， 有效预防各种心脑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与死亡。

专家提醒
高血压疾病预防是关键

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8

日电（记者
熊琳）“高血压疾病预防是关键。” 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李为民教授表示，近年来高血压疾病发病率
逐渐升高， 不良生活方式成主要致病原因，

患者应加强预防，避免诱发疾病。

10

月
8

日是我国第
13

个“全国高血压
日”，今年高血压日的主题为“健康体重，健
康血压”。据了解，体重的增长、脂肪的增多
以及盐分摄入过量均可能诱发高血压类疾
病。医生建议，人们应注意控制体重，保持良
好生活方式，避免罹患高血压。

李为民教授介绍， 高血压属慢病范畴，

致死、致残率较高，危害较大，近年来发病率
逐年提高，亟须引起重视。根据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对中国北方高血压流

行病学长达
50

年的调查显示，目前罹患高血
压疾病的人数较上个世纪

50

年代提高
3

倍至
4

倍。专家认为，这主要与人们不良的生活方
式有关，其中包括高盐、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吸烟、喝酒以及生活压力增大，运动量较小
等。此外，我国北方地区气候严寒也是导致
高血压发病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黑龙江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倪雨滋表
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慢病预防及治疗的投
入力度不断增大，高血压的预防、控制与治
疗效果显著。中国东北地区作为高血压疾病
的高发区，预防工作尤为关键。黑龙江省卫
生部门目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高血压疾病
的义诊活动，通过健康讲座、发放传单等方
式普及、宣传预防知识，不断提高人们的防
病意识，提高生命质量，有效防治高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