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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7740萬畝農作物受旱

農民收入增速 13年來首超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

者 林舒婕及新華社報道）

昨日(30日)一早，福建漳

州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黃瑞寶與漳平市台

商聯誼會會長李志鴻一

道，自福建搭乘飛機抵達

北京。兩人從國台辦主任

王毅手中，接過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錦濤給漳浦和漳

平永福台灣農民創業園全

體台商農民的回信。胡總

在信中向台農致以新春問

候，勉勵他們和大陸同胞

一道，光大中華民族農業

文明悠久傳統，造福兩岸

同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網及中新社報
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
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說，去年農民人均純收
入5,919元，這是自1998年以來第一次增長
速度超過城市。
據國家統計局2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

年中國內地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21,033
元，比上年增長11.5%。其中，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長11.3%，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8%。在城鎮居民家
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0.7%，
轉移性收入增長12.8%，經營淨收入增長
12.1%，財產性收入增長20.5%。

農民人均純收5919元
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增

長14 .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0.9%。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7.9%，家
庭經營純收入增長12.1%，財產性收入增長
21.0%，轉移性收入增長13.8%。
陳錫文同時表示，雖然農民收入連續7年

較快增長，2010年增幅超過城鎮居民，但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勢頭總體上仍未
得到遏制。「十二五」（2011－2015年）時
期，中國將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㠥力
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在收入分配格局調整
中㠥力促進農民增收。要給農民創造更多
的非農就業的機會，讓農民增加更多的工

資性收入。
對於今年政府面臨的「三農」工作主要

任務，陳錫文稱，首先要保證農產品供給
的穩定。其次，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
加對農民的補貼。同時要完善農產品的流
通體制，減少中間費用，降低零售價格。
最後，還要完善一些重要農產品的儲備和
吞吐調節制度，同時完善對低收入人群必
要時的價格補償制度。

保障失地農民長遠生計
而對於集體土地徵收，陳錫文指出，要

保證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
有保障。陳錫文介紹說，國務院明確規
定，集體土地徵收過程中，補償費用主要
補給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農民。但他同
時稱，各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實際運行情況
不一樣，在主要補給失地農民這個前提
下，也可以由集體經濟組織共同商議如何
使得這個補償用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水利部部長陳雷昨日(30日)表示，今
年有望落實600億元至80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資金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陳雷昨日在北京舉行的發佈會上表

示，中國政府29日全文發佈中央一號文
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水利改革
發展的決定》。文件明確稱，力爭未來10
年水利年均投入較2010年高出1倍。

未來10年將投資4萬億
據預測，未來10年中國水利投資將達4

萬億元。文件並稱，將從土地出讓收益
中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據陳雷
介紹，土地出讓收益10%用於農田水利
建設是一號文件含金量最大的一項政
策，初步測算，可以落實600億元至800
億元的資金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據了解，目前4萬億元的水利投資計劃

只是「總盤子」，還沒有具體細化，在
「一號文件」下發之後，有關部門將會開
始制定相關實施細則。陳雷表示，目
前，有關部門正在細化、實化有關的實
施方案細則。東部和西部土地出讓收益
的差距確實存在，水利部目前正在研究
統籌運用資金。
陳雷表示，這是新中國成立62年來中

央文件首次對水利工作進行全面部署，
一號文件強調，力爭通過5年至10年努
力，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明顯滯後的
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減
災體系，重點城市和防洪保護區防洪能
力明顯提高，抗旱能力明顯增強。全國

年用水總量力爭控制在6,700億立方米以內。
對於文件中提到多渠道融資的問題，陳雷表示，

對一些城市供水、水電等有一定的水費電費收入的
項目，可以用市場機制，比如搞股份合作制、或者
BOT等方式興建。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江鑫嫻及中新社報道）國家
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統計顯示，截至1月28日，全國
作物受旱面積7,740萬畝，257萬人、279萬頭大牲畜因旱
出現飲水困難。從去年秋天至今，旱區各省高峰時投入
抗旱勞力955萬人，累計完成抗旱澆地面積1.1億畝次。

年均缺水約400億方 三分二城市缺水
30日國家防總召開抗旱異地視頻會商會，主持會議的

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見小圖）表示，
中國年均缺水約400億方，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
水，必須確立「3條紅線」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
度。
提供上述統計數據的國家防總辦公室介紹說，一些地

區長達100多天無有效降雨；旱區主要集中在北方冬麥
區；北方部分老旱區人畜飲水十分困難；華北部分城市
面臨供水水源不足的壓力。

魯豫蘇皖四省特旱 將適時人工增雨
根據天氣預報，2月至3月，華北、黃淮部分地區降雨

仍將繼續偏少。伴隨㠥氣溫回升，冬小麥返青，作物需
水量增加，土壤失墑加劇，目前嚴重的氣象乾旱極有可
能在立春後演變為較為嚴重的農業乾旱。

此外，北方部
分地區的旱情仍
在持續。國家氣
候 中 心 監 測 顯
示 ， 目 前 ， 山
東 、 安 徽 、 江
蘇、河南等地部
分地區氣象乾旱
已達特旱標準。
預計未來一周華北、黃淮氣象乾
旱區仍無有效降水。氣象部門將
密切監視氣象旱情變化，適時開
展旱區人工增雨作業。
為此，國家防總認為，當前抗

旱形勢的嚴峻性、抗旱減災的難
度、乾旱造成的影響都不可低
估。與此同時，中央對抗旱支持
力度進一步加大，冬麥區大部耕
地底墑較好、冬小麥苗情總體好於往年、冬麥區大部春
灌用水有保障，前一階段抗旱成效顯著，這些有利條件
為抗旱減災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陳雷認為，做好抗旱工作、保障農業生產、確保城鄉

飲水安全，對於增信心、穩物價、控通脹、保增長意義
十分重大。他希望各地拓寬抗旱投資渠道，落實抗旱責
任。各地要嚴格落實地方行政首長抗旱責任制，分解目
標、任務，落實責任和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廣網報道，入冬以來國家電
網公司經營區域9個省級電網統調用電量同比增幅超
過15%，內蒙古、江西、四川、遼寧、吉林、黑龍
江、陝西、新疆8個省級電網用電負荷創歷史新高。
記者從國家電網公司調度運行中心獲悉，1月份以

來，北方持續低溫、南方遭遇多輪雨雪冰凍天氣，
電網負荷保持高位運行，受電煤短缺等因素影響，
部分地區電力供應緊張。1月上中旬，全國發電量同
比保持較高增幅，1月7日全國日電量達到134.23億
千瓦時，為入冬以來最高，為去年夏季最大值的
96.17%。國家電網公司經營區域內共有9個省級電網
統調用電量同比增幅超過15%，內蒙、江西、四
川、遼寧、吉林、黑龍江、陝西、新疆8個省級電網
用電負荷創歷史新高。山西、山東、江蘇、浙江、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慶、陝西、甘
肅、寧夏、青海、西藏15個省級電網因電煤短缺、
機組缺陷等原因電力供應出現缺口，與去年12月相
比，用電緊張地區的數量有所增加、程度有所加
劇。

電力需求增幅 今年首季或反彈
隨㠥春節臨近，企事業單位逐漸放假，1月下旬以

來全國用電水平出現快速下降趨勢，電力供需緊張
局面逐步緩解。預計春節期間，全國電力電量水平
較節前有較大幅度下降，目前華中、西北等電網存
在的電力短缺現象將暫時消除，除西藏外，國家電
網公司經營區域內各省(市、區)電網供需總體平衡。

國家電網相關人士指出，據氣象部門預報，春節
節日後期中東部將出現雨雪天氣過程，這可能會再
次拉升電力需求，並給電煤運輸帶來不利影響，電
煤供應等不確定因素增多，電網安全運行和電力供
應仍面臨較大壓力。預計今年一季度，由於新增產
能和部分受限制負荷的投入，加上南方雨雪冰凍天
氣(採暖負荷較多)、華北大部分地區及華中北部地區
持續乾旱的影響(山西、北京、山東等地持續長時間
無有效降水，春灌負荷將增長較多)，全國電力需求
增幅較上四季度將有所反彈。

■臨近農曆新年，江西撫州唱凱大堤仍在緊張施
工，抓緊冬季寶貴的時間進行水利設施修建。

新華社

■截至1月28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7,740萬畝。圖為山東巨野縣姚莊村乾枯
的蒜苗。 中新社

北旱南凍
8省用電負荷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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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
《上海證券報》報道，農
業部副部長陳曉華表
示，因需求增加，中國
將面臨巨大的農產品供
應壓力。
陳曉華在日前召開的

全國農業政策法規工作
會議上表示，預計今後5
年，中國每年將新增80
億斤糧食、80萬噸植物
油、100萬噸肉需求。面
對可能出現的供不應求
壓力，農業部正擬加大
推進扶持力度，通過增
加對農業生產的投資和
補貼等政策措施，增加
農產品供應。
2010年，中國糧食產

量約為5.464億噸，食用
油及肉類的產量分別為
3,920萬噸和7,78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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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電力公司施工人員在搶修受損線纜。
新華社

■胡錦濤30日給福建漳浦和漳平永福台灣農民創業園的台
灣農民回信表示，兩岸農業合作大有可為。圖為胡錦濤
2010年春節期間到設在創業園的漳州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花卉基地，了解企業培育和銷售蝴蝶蘭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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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總函創業台農
勉兩岸農業合作

台農在陸發展空間廣闊 兩岸合作大有可為

■內地農民2010年人均純收入5,919元。
新華社

胡錦濤在回信中說，「去年春節，我之漳浦同諸位
台商農民見面，相談甚歡，至今記憶猶新。你們

在大陸發展順暢，產品優質，聞之十分高興。這足以說
明，兩岸農業合作大有可為，台灣農民在大陸發展空間
廣闊。惟望你們同大陸同胞同心協力，發揮特長，優化
技術，創新產品，拓展市場，光大中華民族農業文明之
悠久傳統，造福兩岸同胞。」
信末，胡錦濤並遙祝在福建的台農兔年吉祥如意、事

業發達。同時向台灣農民朋友們致以問候，歡迎他們多
到大陸訪友好、參觀考察、發展事業。

致函述台農近況 高山茶贈胡總
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是胡錦濤一年前新春巡閩的首

站。在這裡，胡錦濤不僅細心詢問蝴蝶蘭的育苗過程，

臨行前還主動邀請在場台農合影留念，並囑咐工作人員
務必要把照片交到每個人手裡。
「總書記此行，讓我們這些在大陸發展的台灣農民弟

兄對事業更有信心，他親民、愛民的形象令人感動不
已，這也是時隔一年，我們給總書記寫信的原因，向他
匯報台農在大陸的最新發展，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昨日晚間，李志鴻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心情依
舊十分激動。10天之前，他牽頭起草了給胡總的信，隨
信寄上的是出產自永福的清香和焙火兩種優質高山茶。

台農技高產品優 登陸闢「第二春」
「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收到回信，王毅主任告訴

我們，通常個人和團體的信件都有專人負責處理，總書
記親自回信的非常少。我們真心期盼，台灣高山茶能為

總書記繁忙的工作帶來片刻的休憩和放鬆。」
茶、花卉、水果是台灣高優農業的代表，漳浦和漳平

永福台灣農民創業園分別設立於2006年和2008年，目前
已經有近300家台企和農戶入駐，經營和發展勢頭良好。
其中，漳平已經成功整合兩岸茶產業優勢，種植面積超
過4萬畝，成為台灣農民在大陸最集中、規模最大的茶葉
種植基地，品質亦得到兩岸權威專家的鑒定和肯定。
作為深耕大陸十餘年的茶農代表，李志鴻堅信台農的

「第二春」在大陸。在他看來，大陸市場通路更廣，技術
研發也極具潛力。
另據福建媒體報道，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昨日召開會

議，學習傳達胡錦濤總書記回信精神。會議指出，要提
升閩台農業合作層次，深化閩台區域合作，做大與台經
貿合作規模，擴大閩台文化合作和做好台胞台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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