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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國務院近
日正式印發《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
（下稱《規劃》），這也是中國首次編制基本公共服務
體系規劃。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19日在發佈會上表
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底
線」，由政府負最終責任，未來基本公共服務將與戶
口、戶籍逐步分離，成為群眾的基本權益。

免費向農村學生提供教科書
《規劃》在公共教育、勞動就業服務、社會保險、

社會服務、醫療衛生、人口計生、住房保障和公共文
化體育八大領域，確定了44類80個基本公共服務項
目，如公共教育領域的義務教育免費、寄宿生生活補
助、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等，涵蓋一個人從出
生到終老各個階段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務，
並首次針對服務項目，從服務對象、保障標準、支出
責任、覆蓋水平四個方面明確了國家基本標準。
胡祖才以義務教育免費項目為例詳述，指《規劃》

明確提出要覆蓋所有適齡兒童少年，保障標準是免學
費、雜費和農村寄宿學生的住宿費，並免費向農村學
生提供教科書，同時規定農村中小學生均公共服務經
費的標準，即普通小學不低於500元，普通初中不低
於700元，由中央、地方財政出資，覆蓋人群達
100%。此外亦明確了對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要以流

入地(接收地)為主予以提供。

實現城鄉均衡 醫保異地報銷
《規劃》明確要求，「十二五」時期，縣（市、區）

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發展基本實現。胡祖才指出，
《規劃》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化，重點是統籌城鄉、統籌區域、統籌不同人群之間
的基本公共服務，針對目前公共服務中存在的農民工
等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等突出問題，《規劃》
也有原則性和方向性的要求。備受關注的異地醫療、
異地高考等問題都將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逐
步解決，盡快實現醫保的異地報銷。

基本公共服務「十二五」實現均等化
主要目標：供給有效擴大；發展較

為均衡；服務方便可

及；群眾比較滿意。

主要內容：

■明確「十二五」時期基本公共

服務的範圍和項目；

■「十二五」時期，覆蓋城鄉居

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

善，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取得明顯進展」；

■實施一批保障工程，如義務教

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工程、公共

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工程等，改

善各領域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基

礎設施條件，健全服務網絡；

■加大公共資源向農村、貧困地

區和社會弱勢群體傾斜力度，

把更多財力、物力投向基層；

■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在基本公

共服務領域的事權和支出責

任；

■公辦民辦並舉，鼓勵民資參

與；

■加強評估、監督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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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政界正試圖為黃岩島事件降
溫。總統阿基諾三世18日接受菲國媒體訪問時否認菲
對中國的態度是「好戰」的，他認為自黃岩島事件發
生以來，菲律賓一直在採取措施，希望與中國間的糾
紛「逐步降級」。而菲律賓參議長恩里萊昨日表示，希
望阿基諾不要在本月23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談論黃岩
島事件。

「事件初期就希望降級」
中新網引述菲律賓多個媒體報道說，阿基諾指黃岩

島事件剛發生時，菲方在那裡（黃岩島海域）有一艘
軍艦，但菲方民用船隻盡快起航，替換了軍艦。「實
際上從第一天起，或者技術上來說前三天，當海岸警
衛隊船隻準備好後，我們就想要事態降級。」阿基諾

認為菲方「竭盡全力」嘗試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希望
真正實現雙方在行動上都保持理性。他並表示，菲做好
了突發事件的準備，但認為在當前沒有這個可能。
分析稱，菲律賓對華政策已走進微妙期，阿基諾三

世最近出言謹慎。7月18日，菲主流媒體《每日問詢者
報》頭版大字刊出一條久違的消息：阿基諾說，謝謝
你，中國。此前一天，阿基諾出席了中國提供資金和
技術支持的供水和管道改造二期工程開通儀式。在講
話中，他對中國表示感謝，稱憑借「與鄰國的牢固關
係」，菲能夠應對各種問題，更好地服務人民。

官員籲國情咨文勿談黃岩島
另外，菲律賓參議長恩里萊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如果他是總統，他不會在國情咨文中談及黃岩島問

題，「這是一個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不要談論
你的政敵感興趣的難題。」他指應讓外交部解決與中
國的黃岩島問題。
今年89歲的恩里萊早年在菲已故總統馬科斯任內擔

任國防部長，是菲政壇元老級人物之一。黃岩島事件
發生以來，恩里萊數度對外發表強硬言論。7月5日，
菲總統阿基諾召集內閣秘密會議討論如何處理與中國
在南海的爭議，恩里萊是除內閣成員外僅有的兩位獲
邀出席的參議員之一。
阿基諾去年的國情咨文曾聲稱菲律賓對南海一些島

礁擁有所謂「主權」，並特別提到油氣資源豐富的禮樂
灘。他本月23日將在國會發表任內第三份國情咨文，
其內容已成菲國上下關注的焦點。恩里萊表示，希望
阿基諾的國情咨文聚焦於「經濟方向」。

菲總統向華示好 望黃岩島事件降級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政府繼
傳出將擱置東京都政府提出登
島測量的申請後，據日本《產
經新聞》報道，日本政府亦已

㠥手檢討要在釣魚島進行港灣
等基礎建設，準備以實質的島
嶼開發，證明釣魚島屬於日
本。

日擬在釣島建港灣

據中通社19日電　剛剛出席
東盟地區論壇的美國國務卿希
拉里，18日以《巧實力的外交
藝術》為題撰文。她在文章中
提出，南海問題通過雙邊方
式、一對一地解決會造成混亂
甚至衝突。近期發生的南海糾

紛再次強調了以多邊方式解決
南海問題的重要性，即奧巴馬
去年在東亞峰會上提出的所有
相關國家在一個框架下尋求區
域性解決的方法。這是希拉里
本月第三次就南海問題公開發
表觀點。

希拉里撰文議南海

據中新社19日電就俄羅斯邊
防巡邏艦16日炮擊中國漁船造
成1人失蹤事件，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程國平19日緊急約見俄
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科茲洛夫，
向俄方提出交涉，對俄方粗暴
執法、動用武力抓扣中方漁船
造成中方人員失蹤表示強烈不

滿。程國平表示，要求俄方盡
快徹查真相並將結果及時通報
中方，同時確保中方被扣船員
的安全、合法權益和人道主義
待遇，盡快放船放人，全力搜
救失蹤人員。科茲洛夫允將中
方立場即報國內，表示俄方正
深入調查，盡快向中方通報。

中方對俄表強烈不滿
炮擊漁船事件

粵爭2015建成區域 體系
專業鎮轉型升級產值5年倍增 科技水平領先全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張

廣珍、蘇碧霞、李芳 報道）珠三角和
粵東西北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一直是制約廣東經濟實力整體提升的
一大短板，而約6成專業鎮佈局在粵
東西北，有專家指，專業鎮在推動廣
東省內區域協調發展及縮小區域發展差
距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截至2011年，粵東西北地區建有省

級專業鎮194個，佔全省專業鎮總數
的六成，建有企業13.4萬家，吸納就
業人口超過 4 8 4 . 7 萬人，實現
GDP4127.8億元，佔當地的比重達

34.4%，比2007年提高了近5個百分
點；人均GDP達2.93萬元，是2007年
1.6倍。

專家倡專業鎮協同創新
華東師範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系講

師李鵬飛認為，新的專業鎮政策設計
可以考慮建立區域專業鎮協同創新平
台及鼓勵同行業專業鎮在全球專業鎮
網絡中進行交流聯繫。在全球專業鎮
網絡中，迅速了解本行業的全球發展
動態，將同類專業鎮的知識和經驗及
時在本地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張廣珍、蘇碧

霞、李芳 報道）是次會議在「中國燈飾之都」
中山古鎮召開。古鎮自1982年開始發展燈飾產
業，現已成為世界性的燈飾專業市場和國內最
大的燈飾專業生產基地與批發市場。2011年，古
鎮燈飾產業產值達到171億元（人民幣，下同），
佔全鎮工業總產值的75%。燈飾產品在國內燈飾
市場的份額佔到60%以上，產品遠銷至港澳台、
東南亞、日本、美國及歐洲等130多個國家和地

區。全鎮登記註冊的
6370多家照明器具企
業，從業人員達 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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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鎮是指專門化產業高度發展的建
制鎮。廣東推進轉型升級5年來，歷

經金融危機、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等系列衝
擊，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也不斷
增大，通過科技創新帶動廣東下一步發展
成為汪洋推進轉型升級的又一重要舉措。
汪洋在昨日召開的廣東省科技創新工作

會議上表示，廣東將加快構建有利於協同
創新的新型體制機制，深化科研體制和科
技管理體制改革，力爭在2015年基本建成
適應經濟社會需求、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
廣東特色區域創新體系。

研發經費比重3年內達2.3%
目前廣東省區域創新能力和科技進步水

平在全國居於第一梯隊。全省研發投入不
斷提高，2011年全社會研發（R&D）投
入達到1045.42億元。汪洋表示，未來廣
東將促進科技、產業與金融緊密融合，加
快形成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
體、社會資本以及風險資本積極參與的多
元化科技投入體系，力爭到2015年，全省
研發經費支出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
2.3%。

超百億專業鎮佔三分一
記者注意到，目前廣東專業鎮創新能力

明顯增強，正在成為廣東推進「雙提升」
的生力軍。據了解，2011年廣東專業鎮科
技投入達到148.6億元，比2007年增加了
48%，專業鎮擁有創新服務機構2686個，
研發人員20.24萬人，佔全省研發人員總
數接近一半。
專業鎮的集聚效應，也成為廣東省發展

創新型產業集群的新沃土。據統計，
2011年，廣東省生產總產值超千億元的
專業鎮6個，超百億元專業鎮103個，佔
專業鎮總數1/3，規模以上企業數達25萬
家；專業鎮平均企業集聚度達1130個/
鎮，珠三角企業平均集聚度達2,286個/
鎮。截至2011年底，廣東省專業鎮與大
學、科研院所共建機構數達713個，建有
服務特色產業的檢測機構和金融擔保機構
733個。

高端創新服務待提升
但目前專業鎮的發展仍面臨科技中介、

科技金融、創意設計等高端創新服務要素
集聚水平不高，特殊產業處於全球價值鏈
低端，粵東西北專業鎮發展水平不平衡等
方面的問題。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表示，未
來廣東將通過完善專業鎮中小微企業綜合
服務平台，加快推動專業鎮創新發展，實
現產業高端化、特色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張廣珍、

蘇碧霞、李芳 報道）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07年到任以來，在全國率先提出轉型升

級，成效顯著。從90年代開始逐漸形成的

300多個專業鎮也成為汪洋帶領廣東實現

轉型升級的重要陣地。過去5年來，廣東

專業鎮的發展令人矚目，2011年地區生產

總值達1.64萬億元，佔全省比重從2007年

的24.9%提升到2011年的31%，成為廣東

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專家指出，專

業鎮的轉型升級將成為破解廣東「往哪

走、怎麼走」發展難題的重要方向。

專業鎮協調區域發展

■7月17日，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出席安嘎特供水和管道

改造二期工程開通儀式，他感謝中國為該項目提供貸

款資金和技術支持。圖為阿基諾總統（左）在開通儀

式上與中國駐菲大使馬克卿（右）握手並交談。

中新社

■農民工子女在安徽合肥登記入讀公校。 新華社

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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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7663.55 164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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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升級的重要陣地。圖為廣東漢

能新型太陽能電池項目試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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