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3月19日，中國銀監會主
席尚福林到濱海新區考察。天津市委副書
記、濱海新區區委書記何立峰會見客人一
行，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崔津渡出席並
陪同考察。
尚福林說，這幾年，天津和濱海新區的

金融業發展很快，門類齊全，特色突出，
後發優勢明顯，特別是在金融創新上大膽

探索，在產融結合上成效明顯，創造了新
的經驗。濱海新區是國家發展戰略，支持
濱海發展是中國銀監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將繼續加大工作力度，鼓勵先行先
試，為濱海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務。
尚福林一行先後考察了空客A320天津總

裝公司、國家超算天津中心、渤海銀行濱
海分行等。

尚福林考察濱海新區

香港文匯報訊 3月21日，記者從國家超
算天津中心獲悉，「天河一號」應用方面
不斷取得突破。目前，中心正式註冊使用
用戶已經超過300家，應用領域正在不斷擴
大。
據介紹，「天河一號」的應用領域已經

從原有的石油勘探數據處理、動漫渲染、
航空航天等領域，進一步拓展了核聚變能
源開發、海洋環境工程、地球變化研究等
應用領域。在應用用戶方面，重點以京津
地區為主，同時也在擴大對整個華北、東
北、西北覆蓋，而且開始輻射海外用戶，
如來自美國、瑞典、加拿大、新加坡、香
港等地的科研、企業用戶。
據悉，該中心已與中新天津生態城國家

動漫產業示範園正式簽署合作協議，雙方
通力合作，立足濱海打造全國最大的動漫
渲染平台，讓濱海成為引領中國文化創意
產業的先鋒區；與北信酷卡聯合構建基於
雲計算模式的遠程交互式提交平台已基本
完成，並在北京王府井投入遠程使用；已
與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

公司建立合作；天汽模基於中心平台正在
建設其「汽車模具精細化仿真設計平台」
和相應的研發部門；在生物醫藥領域已經
成為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中科
院上海藥物所、軍事醫學科學院、北京生
命科學研究所、北大等國內著名研發機構
的計算處理平台；與清華地學院、北師大
地學院合作，支持地球環境變化研究項
目；與北大、浙大、中科院等國內聚變研
究機構簽署正式合作，開展核聚變能源開
發研究工作。

「天河一號」用戶超300家

■位於濱海新區的國家超算天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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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春茶中的上品，明前茶（即清
明節前採製的茶葉，受蟲害侵擾

少，味醇形美，是茶中佳品）素來是茶
市場關注的焦點。

十斤裡挑一斤 炒茶王操刀
春茶未開採，一斤西湖龍井頭茶在日

前舉行的預售義賣會上已創出了18萬元
的天價。記者為此專門採訪了杭州市西
湖區龍井茶產業協會會長商建農。商會
長表示，這是在杭州御牌西湖龍井舉辦
的「愛心助殘．御牌西湖龍井品愛義賣
會暨2012新茶發佈會」上的競拍價格，
所得款項用於杭州首個公益聾人茶藝隊

的專項扶助資金，為聾人提供更廣的就
業培訓渠道。
「這次拍賣的茶，不僅是產自龍井之

巔獅峰山，而且要經過嚴格十選一挑選
（十斤裡面選一斤），並且由數十年功底
的炒茶王手工炒製而成。」商會長介紹
說，「雖說都是龍井茶，但品質上還是
會有差異，這跟酒是一個性質。」

明前茶量少 價格必漲
現在茅台500克一瓶，大概2千元，一

斤茶葉（即500克）要價4萬元，相比
較，這個茶葉也確實是賣出奢侈品的價
錢。但相關人士則認為，茶葉4萬元一斤

跟茅台比其實還是很便宜的，因為茶葉
需經過挑選，生產過程中，它在7、8斤
茶葉中間挑選出一斤好茶葉，再加上包
裝費、原產地標誌，還有所謂的二維碼
投資都在裡面。
由於1月份以來杭州連續低溫陰雨天

氣，使今年西湖龍井春茶的開採時間比
往年推遲，預計明前茶上市量較少，價
格比往年會有一定幅度提高。同時為促
進傳統手工工藝保護，純手工炒製的西
湖龍井茶價格也比往年有所上升，今年
西湖龍井的價格漲幅約為10%，商會長
表示：「由於種植管理、採茶用工、農
資價格等成本上升，今年春茶的銷售價
格比去年有所上升是正常的。」
許多愛茶者擔心持續的陰雨天氣會對

茶葉的品質和產量產生影響。商會長
說：「因為茶葉本來就是長在多水的地
方，最敏感的其實不是雨天，而是氣
溫。陰雨天只是推遲茶葉採摘時間，而
茶葉的品質和產量與開採後的氣溫是否
平穩有關，目前還很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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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大旱 供粵中藥材漲價四成
據中新社21日電　受雲南大旱影響，廣東

許多地方的中藥材價格上漲，在該省肇慶和
雲浮市城區中，藥材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漲
幅為40%左右。
肇慶城區中藥材批發商歐老板表示，田七

年前每500克200元人民幣，如今最低要250
元，漲幅達25%。此外，像常用的太子參、
沙參、黨參、北㡚、肇實等價格都有上漲，
每500克漲了3元以上。
據肇慶市中醫院醫生介紹，中藥材在南方

易受潮，不利於儲存，一般藥房庫存量不

大，如果遇上貨源地氣候多變，價格自然受
到影響。

南方潮濕存量少 價格易受影響
記者發現，在肇慶一些大藥房，田七採購

價格每500克驟升50多元，田七粉的進貨價
漲了每盒10元，由於多數藥店尚有部分存
貨，暫未調價，預計近期價格將逐漸升高。
在該省雲浮市區，黨參價格從去年8月份

的每500克60元，漲至120元至150元，西洋
參每500克600元左右；黃㡚去年8月每500克

已漲至40元，如今達60元左右。
3至5元一服的藥材，現在至少要10元。雲

浮一家藥店的銷售人員說，店裡不少中藥材
源自雲貴高原，而雲南持續性的大旱天氣引
發中藥材緊缺，市面上的銷售價格自然水漲
船高。
有業內人士分析，中藥材價格近年持續上

漲，既與藥商囤貨炒作有關，又與市場需求
量旺盛有關。此外，南方陰雨天氣，給運輸
帶來了不便，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中藥材的緊
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快
報》報道，湖北一名少女疑
因食狗肉感染寄生蟲，蛀蝕
她的髖骨（人體腰部的骨
骼，共左右兩塊），令她不
能行路，求醫接近8年，才
在廣州成功醫治，接受髖關
節置換術後重新站起來。
在湖北黃岡出生的小周本

是個健康活潑的女孩，可自
2005年開始，她每半年就發
一次高燒，而且高燒前總是
會右腿疼痛，繼而腫脹並出
現大塊的紅斑。隨㠥年齡增
長，她一旦下地行走，右腿
便會出現疼痛紅腫的症狀，
必須停下來休息，而原來每
半年一次的高燒也漸漸發展
成幾乎一月一次，最後只能
臥㠄。
自此，周媽媽帶女兒踏上

坎坷的求醫之路，直至去年
8月，小周轉入南醫大珠江
醫院骨科，才確診患上骨包
蟲病。

寄生犬科動物
包蟲病又叫棘球蚴病，是

由一種叫細粒棘球㡍蟲的寄
生蟲寄生於人體內引起的疾
病。細粒棘球㡍蟲主要寄生
在犬、狼等犬科食肉動物體
內，其排出的蟲卵隨糞便污
染水源、牧草、食物等，會
被牛、羊等食草動物甚至人
類食用後造成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武廣聯通廣深高鐵4月1日起實行新
的列車運行圖。廣鐵集團昨日正式發佈
票價和運行時刻表，深圳北至武漢和長
沙將分別開行10對時速300公里的高速
動車組，最短發車間隔半小時，最快的
G1004次列車跑完全程僅需4小時11
分。最低票價分別為540元、390元。
4月1日調圖後，除商務座之外，深

圳北—長沙南的直通高鐵有商務座、
特等座、一等座和二等座等四種級
別，票價分別為1196元、721元、605
元、390元。深圳北—武漢的直通高鐵

商務座1660元、特等座1000元、一等
座840元、二等座540元。

廣鐵清明預計發客34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廣鐵集團「清明」期間旅客運輸工
作方案昨日出台，為應對迅速增長的客
流，鐵路部門計劃按基本圖滿圖運行，
並在高峰期安排部分高速動車車底重聯
運行。4月1日至4日預計發送旅客340萬
人，日均發送85萬人，同比增加11.5萬
人，增長3.5%，最高日（4月2日）發送
95萬人。

深圳直通武漢 最低票價540元

新 聞 簡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

記者　田秋霞 深圳報道）內地成品油
20日起調價後，業界預計，最快在今年
5月，深圳的士燃油附加費每程或將漲
至4元，成為內地最貴的燃油附加費。
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客運管理分局

的相關負責人昨日表示，油價確已漲至

燃油附加費破4元的限度，已向深圳市
發改委申請進入觀察期，若兩個月觀察
期後，油價未變化，或將上調燃油費至
4元。該負責人同時指出，在觀察期期
間將進行漲價可行性的全方面調研，若
在此期間國家有相關補貼措施出台，也
可能不會上調燃油費。

深圳的士燃油費 料漲至4元內地最高

據中新網21日電　從陝西省涇陽縣政
府獲悉，21日上午10時55分左右，陝西
涇陽縣口鎮東曹村席繼明石場發生山體
坍塌事故，截至發稿時，事故已致1人
被埋，2人受傷。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調查中。
涇陽縣位於陝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

屬咸陽市轄縣，南靠涇河與渭河，作為
中國領土的中心位置，被譽為原點之
城。

陝西採石場塌山泥 埋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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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徐靚 杭州報道）清明前，龍井茶再次上演瘋

狂，一斤還處於「期貨」狀態的御牌西湖龍井茶，日前在預售義賣會上拍

出18萬元的天價，引起嘩然，紛指新茶果真像茅台一樣成為奢侈品。業內

人士認為，雖然這18萬元並非市場價，但對即將上市的新茶價格仍有不良

引導作用。而今年一斤頂級西湖龍井茶的指導價是4萬元，由於開採推遲

至4月初，明前茶在量少的情況下，料價格比去年漲幅約為10%。

西湖龍井預售 創18萬天價
春茶開採推遲至下月初 價格漲幅料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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