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去年四季度以來，受經濟增速放緩影響，用電量同比

增速一直低位徘徊，5月至7月一直保持在4%至5%的

增速。中電聯專家認為，與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相關聯

的高耗能產業增速下降，是導致用電量增速回調的主因。

「這一增速遠遠低於預期」，該人士表示，7月與8月在氣溫、

來水情況方面很類似，原本預期這兩個月用電量增速差距在

0.1個百分點左右，但實際差距0.9個百分點。

高耗能產業增速下降

統計顯示，8月第二產業用電量增速較7月回落1.9個百

分點，其中，重工業用電量8月增速環比回落2個百分

點，而第二產業用電量佔全社會用電量70%左右，重工業

用電量又佔第二產業用電量80%左右。

專家透露，佔重工業用電量三成的化工、建材、黑色

冶煉、有色冶煉四大產業8月用電量分別同比增長3.7%、

0.7%、-8.2%、6.1%。其中，除建材8月增速環比上升0.5

個百分點外，化工、黑色冶煉、有色冶煉8月用電量增速

分別環比回落0.1、6.4和3.1個百分點。

穩增長或致用電量增速回升
他指出，產業結構調整也出現可喜變化，在第一、二產業

用電量增速大幅回落時，第三產業依然保持10%以上增長。
1至8月第三產業用電量3760億千瓦時，增長11.7%，增速遠

高於第二產業的3.2%和第一產業的-0.6%。
對下半年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中電聯此前預計為6%至

8%，略高於上半年的5.5%。中電聯專家指出，隨 國家
「穩增長」政策措施相繼出台和政策效應逐步顯現，用電量
增速可能會回升，尤其是四季度用電增速可能因去年同期基
數降低影響有所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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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月電量增幅遠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報》報

道，國家能源局14日發佈數據顯示，8

月全社會用電量為4495億千瓦時，同

比增長3.6%，增速比上月回落0.9個百

分點，比去年同期回落5.5個百分點，

這一增速也創今年2月以來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昨日進行了規模最大的
一次防空演練。上午11時35分，全市千
餘台防空警報(除虹橋、浦東機場地區外)
同時鳴響，據統計共有70萬人參加是次

演練。
據悉，上海市每年在全民

國防教育日組織防空警報試
鳴，目的是進一步增強國防
觀念和民防意識，並檢驗上
海防空警報設備和控制系統
的完好率。為了及時讓市民
知曉此次防空警報的情況，
上海政府部門印製了20萬份
通告在居民區發放，並以短
信的形式向全市所有手機用
戶短信提醒。

昨日中午，防空警報按照
預先警報、空襲警報、解除警報的順序
依次鳴放，先後歷時28分鐘。試鳴期
間，上海17個區縣215個街道鎮(含工業園
區)的1917個居民小區和332所學校超過70
萬人將參加防空防災演練，規模為歷年

之最。按照要求，警報試鳴期間，不參
加演練的市民可注意聽辨各種警報信
號，了解和熟悉具體聲音細節及其所表
達的含義，以備「不時之需」，但不必採
取任何行動。

穗拉防空警報 2000人實兵演練
另外，15日，根據廣州市政府安排，

「羊城天盾」—2012城市人民防空演習在
廣州10區2市同時舉行。上午11時30分，
廣州全城拉起防空警報。與此同時，約
有2000人參與實兵演練，包括利用人防
工事、地形地物等進行疏散等。

據悉，除了上海及廣州，國內多個城
市亦於當日舉行了防空演練，而同日，
國內多地舉行反日遊行活動，引起不少
網友猜測。不過，廣州市政府方面表
示，這是一次例行的正常的防空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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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武漢市委、市政府召開
「9．13事故」建築工地現場辦公
會，就13日「東湖景園」還建樓
建築工地升降機墜落致19人死亡
事故，進一步部署事故善後、調
查、整改等各項工作。目前，已
對5名事故責任人依法採取強制
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省委常委、市委書記、市人大
常委會主任阮成發強調，要耐心
細緻做好遇難者及其家屬的善後
安置，同時加緊查清事故原因，
依法依規嚴肅處理責任人，舉一
反三開展全市安全生產隱患排查
治理，「要把血的代價變成促進
工作的推動力，這樣逝者的生命
才不會白白喪失！」

阮成發要求全市各相關部門全
力配合省政府事故調查組，抓緊
查清事故原因，嚴肅處理相關責
任單位和責任人，起到警示教育
作用。要認真吸取這次事故的慘
痛教訓，舉一反三，切實加強全
市安全生產管理。要迅即啟動全
市安全生產隱患排查治理工作，
除了全市所有在建工程施工現場
停工整改以外，還要全面啟動交
通、消防、危險化學品生產和儲
存等安全生產事故易發多發領域
的安全生產大檢查，確保人民群
眾生命財產安全。

■武漢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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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槍向天空噴出水龍，降落時
就成了一場『雨』，幾位領導模樣者打

傘，『冒雨』談論 現場工作，前方
有攝像機在拍攝⋯⋯」13日晚開始，一
條內容為「領導冒雨視察工作」的微博
迅速擴散，並引發網友集體吐槽。

前日下午，四川樂山高新區管委會負
責人向華西都市報記者證實，該微博反

映的場景確有其事。
「但實際情況並非網友所說。」該負

責人表示，因招商引資需要，高新區投
資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近期正抓緊製作影
視素材。9月12日中午，在園區一儲備
地塊中進行拍攝時，因攝影的場景需
要，故採取噴水方式模擬雨天場景。

■華西都市報

據新華網15日電 記者從廣西壯族自治區交警總隊獲悉，9月14
日10時許，在南寧市興寧區五塘鎮一鎂鹽廠內，一輛硫酸車在卸
貨時，由於操作不當，致大量硫酸順坡一直流到100米外的工廠
大門口，又流向馬路，導致經過的多輛摩托車滑到，至少6人受
傷。

據了解，硫酸車至少裝有5噸硫酸，濃度在65%到70%之間，
洩漏量超過2噸。傷員中有一名不到2歲的小男孩，屬重度燒傷，
燒傷面積達19%。目前，事故正在調查中。

南寧硫酸車洩漏 6人傷樂山領導「冒雨」視察 疑為造假

全社會用電量是一個電力行業的

專業詞彙，用於經濟統計，指第

一、二、三產業等所有用電領域的

電能消耗總量，包括工業用電、農

業用電、商業用電、居民用電、公

共設施用電以及其他用電等。

全社會用電量=一產電量+二產電

量+三產電量+居民生活電量。

■百度百科

全社會用電量

■9月15日，2012年「文化中國 海外華文媒體聚焦廣西」暨首屆中國—東盟華文傳媒論壇在南

寧啟動。在隨後5天裡，近百名中外華文媒體代表將赴南寧、柳州、桂林等地進行參訪、考察，

並展開相關交流活動。據悉，活動邀請了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40餘家知名華文媒體高層

參加。圖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藍天立、中國新聞社社長助理牛孟君、廣西壯族自治區

政府副秘書長魏然、廣西壯族自治區僑辦副主任陳寧共同按下水晶球宣佈活動啟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海龍、實習記者 曾萍

圖：中新社

■上海試鳴防空警報，進行防空防災演練。 資料圖片

滬最大防空演練 70萬人參與

受經濟放緩影響 7個月來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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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海峽（福州）漁業周

第七屆海峽（福州）漁業博覽會

記者獲悉，來自印尼、緬甸、韓國、美
國、阿根廷和台灣等14個國家和地區

的逾千名海外客商、上萬名參展商和採購
商、多省市漁業主管局官員、台灣多家漁業
機構代表和專家學者相聚漁業周，展出1000
餘種展品，涉及水產養殖、海洋捕撈、水產
品加工、休閒漁業和漁具、漁需設備等產
業，共同推進兩岸漁業深層次對接與發展。

打造閩台漁業合作新品牌
據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楊岳介

紹，此次海峽漁業周活動將「積極拓展海外
市場，向國際化方向邁出，努力做大做強活
動品牌」。在延續去年漁博會活動的基礎

上，今年漁業周新增一系列的活動，如舉行
中國—東盟漁業投資與貿易洽談會、福州首
屆國際金魚大賽、亞太水族聯盟會議等。其
中，海峽特色是本次漁業周的最大亮點。漁
博會不僅開展台灣專館主題活動，亦舉行第
二屆閩台水產學術研討會、兩岸三地垂釣比
賽等活動加強兩岸海洋漁業互動。

構建海洋經濟新格局
今年第二季度，福州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

省委、省政府關於打造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的
決策部署，印發《關於在更高起點上加快建設

「海上福州」的意見》，提出要力爭到2020年基
本實現再造一個「海上福州」的戰略構想。時

值國家發展海洋經濟戰略機遇期，積極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建設「海上福州」恰逢其時。如
今，福州正全面推動「海上福州」建設，顯現
新的「藍色基因」。

記者觀察到，近年來，漁博會的舉辦開啟榕
台漁業更深度對接，榕台漁業界均有意在福州
打造亞洲最大的遠洋漁業集散地，謀求水產品
交易規模化、現代漁業合作區域化及共拓國際
市場成為訴求熱點。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局長
林心鑾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亦表示，福州將通
過漁業周和漁博會的平台， 力打造中國魚丸
之都、純天然遠洋捕撈基地、福州金魚這三大
城市名片，讓更多人了解福州海洋漁業發展，
為建設「海上福州」發揮更好的作用。

海峽漁業周揭幕

福州拓「藍色經濟」

昨日上午舉行的海峽漁業周漁
業合作重點項目簽約儀式上，30家
水產企業與38家境內外企業及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簽訂38個漁業合作
重點項目，簽約金額102.7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增長
59%，首次突破百億大關。其中，
項目金額超億的簽約項目21個，簽
約金額為96.56億元，佔總金額的
94%。

據介紹，上台簽約的20個合作項
目，涵蓋漁業加工項目合作投資建
設、遠洋漁業合作、大宗精深水產
加工品供銷、高優養殖產品與苗種
供應及高新技術對接轉讓等領域。

印商閩商3億合作造遠洋漁船
依托近海漁業資源及對台合作

經驗等優勢，福建在今次漁業周經
貿交流中雙向交互勢頭強勁。記者
注意到，不僅有多家境外企業在福
建沿海設立水產加工養殖基地，本
土企業亦強化「走出去」趨勢，與
境外企業合作開發遠洋漁業資源。
其中，平潭恆利漁業有限公司與西
諾印尼順利達漁業公司（PT.SINO
INDONESIA SHUNLIDA
FISHING）共同投資的平潭恆利
印尼造船項目在本次簽約會上備受
關注。平潭恆利印尼造船項目副總
蘇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探訪時表
示，該項目擬投資3億元，建造20
艘遠洋漁船及2艘冷藏運輸船赴印
尼海域生產。

據海關統計數據，今年1-7月，
福建省水產品出口總量37.98萬
噸，出口額21.03億美元，分別同
比增長52.22%和57.29%，增幅居
全國第一。其中，福建水產品出口
台灣3.52萬噸、創匯3億美元，居
大陸各省首位，台灣已成為閩省第
一大水產品出口目的地。

由中國農業部和福建省政府共同舉辦的

2012海峽（福州）漁業周暨第七屆中國（福州）

漁業博覽會（以下簡稱「漁業周」）15日在福

建福州開幕。作為ECFA後續協商的首批成果

—《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和《海

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日前順利簽署的背景

下，今次漁業周的系列活動備受關注，料將為

未來兩岸漁業共贏合作開啟產業化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蓉、蘇榕蓉 福州報道

■福州市長楊益民在漁博會開幕式上表示，福

州將在更高起點上加快建設「海上福州」，為

福建建設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作出更大的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全長超過180公分的巨型龍膽石斑成

為本次發佈會的亮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舒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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