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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剛指出，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特別是軌道
交通，建設地鐵是解決當前國際大都市交

通擁堵問題的一個根本出路。再過1個半月，北
京市將竣工70公里長的地鐵網，並且都位於城市
中心區，這將大大緩解我們的交通擁堵問題，屆
時北京地鐵總里程數將達到442公里，位於世界
大都市地鐵網前列。

完善交通網絡 減少汽車排污
陳剛並指，今後北京市還將有200公里地鐵繼

續施工，隨㠥地鐵網的完善和實現，未來，北京
市民可在更大範圍選擇工作、選擇居住地，將會
極大地優化城市佈局，紓解中心區人口，方便市
民出行。同時，對生態環境改善，緩解汽車造成
的排放污染，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為讓市民溫暖過冬，北京市還啟動了規模龐大

的老舊小區綜合改造工程。陳剛指出，年初北京
市專門排查出5,000萬平方米需要加固改造的老舊
小區。今年計劃實施1,500萬平方米的老舊小區綜
合改造，現在已經完成900萬平方米老舊小區的
節能、抗震、以及老舊管線改造。

改造老舊小區 加大平原造林
陳剛表示，綜合改造完成後將極大改善老舊小

區居民的生活環境，特別是節能改造後室內溫度
可提高3到5度，這不僅能減少冬季取暖費用的支
出，對環境的改善作用也十分明顯。如果今年計
劃按期完成，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3萬噸，減
少燃煤約20萬噸。
對於生態環境，北京市亦加大建設力度。北京

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牛有成表示，北京平原綠
化率還是比較低的。因此，北京市委、市政府正
在加大植樹造林的力度，今年平原造林達到20萬
畝，現在已經完成。今年北京市計劃造林25萬
畝，僅秋季就造林近5萬畝。這樣，「我們北京
就能夠天更藍、水更清、空氣更新鮮，生活在北
京的朋友會更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羅洪

嘯、李茜婷）為緩解交通和環境壓力，北

京多項民生工程投資加碼。北京市委常

委、副市長陳剛昨日在北京代表團開放時

透露，北京市地鐵建設已累計投資2,6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今後北京還將投

資1,000億元以上來發展軌道交通，北京

市規劃地鐵網絡里程數最終將達到660公

里，使公共交通體系更加完善。

■楊潔篪(左一)等出席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分組討論。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葛沖）昨日在中共十
八大分組會議上，中國外長楊潔篪被問及中美關係前景
時表示，中美一定要摒棄零和概念和冷戰思維。他相
信，只要雙方根據中美三個公報和兩國領導人聯合聲明
的精神和原則，中美關係就能夠繼續取得進展。他並呼
籲菲越等國拿出誠意解決南沙主權爭議。
他說，中美之間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也存在原則的分

歧和矛盾，雙方已經同意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
作夥伴關係，雙方領導人亦達成共識，要探索構建新型
大國關係。
此外，對於南沙主權爭議，楊潔篪指應該通過談判磋

商來妥善處理和解決，在解決之前，應該擱置爭議，共
同開發，這是中國一貫的主張。他強調，絕不能低估中
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方面的決心，但在有爭議的問

題上，雙方應保持接觸，希望有關國家，像中國一樣，
拿出誠意。
楊潔篪認為，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總體是好，並正

在發展，例如領導人近日出席亞歐首腦會議，亞洲國家
深刻認識到應該團結，致力於亞洲共同發展，並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同歐洲發展關係。他強調在中國
的外交棋盤裡，周邊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楊潔篪：中美互利共贏 非零和競爭

河南新城鎮化 解決三農問題

社科院副院長 否認黨章「去毛化」

北京再投千億建地鐵
民生工程加碼 緩解交通壓力

胡鞍鋼：中國能如期建成小康社會
京團女代表爭邀郭金龍合影香港文匯報訊

（十八大報道組

李茜婷）在11月
9日的十八大北
京代表團小組討
論會上，清華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
教授、國情研究
所所長胡鞍鋼表
示，到目前為
止，世界上還有

近20億人口尚處在與中國現今發展狀態一樣的階段，
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將有逾14億人口進入小
康社會。而按照現在的發展道路，中國可如期實現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目標。
胡鞍鋼說，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目前在世界上

沒有第二個國家這樣做。在西方，所謂政治家是為下

一代，而政客就是為了選舉。通過這一點可以看到，
中共的確是執政為民。

2020年第三世界將消失
胡鞍鋼表示，1982年中國有97.2%的人口處於第四

世界；2010年第四世界已經消失，中高等發展水平的
第三世界已上升到63.3%。他預計，到2020年，除西
藏外，第三世界幾乎消失，約有95.6%的人口進入高
水平世界。其中，北京、上海以及東部沿海地區將處
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
胡鞍鋼進一步指出，按照現在的發展道路，中國可

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目標。這是中國的
根本利益，亦將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屆時將有14.2
億人口加入到「小康之列」。從這一角度來講，中國
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反之，中國的失敗就是世界
的失敗。中國將發揮巨國規模效應，對世界產生積極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馬琳）作為中國的農
業大省，河南省的城鄉發展一體化進程備受關注。在昨
天上午舉行的十八大河南代表團開放日分組討論中，河
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表示，河南省正在探
索構建中心城市、縣城、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四級現
代城鎮體系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以解決城鄉要素無法平
衡交換和工農資源無法均衡配置的問題。
吳天君稱，農村問題是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可持

續的最大問題，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農村內升動力不
足。為破解城鄉兩元體制，構建起以城帶鄉的體制機

制，「通過促進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與村延
伸、促進農村資源要素的市場化，能極大激活農村的
活力，實現農民的就近就業及自主創業，並最終形成
中心城市、縣城、小城鎮和新型社區的合理城鎮體系
與產業佈局。」
吳天君認為，在該產業佈局下，未來將有80%以上

的農民從事二、三產業，15%左右的農民從事現代農
業，並最終實現以新型農業社區和城鎮產業基地為載
體的農民居住環境城市化、工農服務城市化、就業結
構城市化和消費環境城市化的新型城鎮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劉凝哲）針對海外媒
體關於十八大修改黨章可能刪除毛澤東思想的傳言，中
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昨日表示，毛澤東思想永遠
是中共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與包括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係」。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海外媒體猜測中共將在黨章

修改中刪除或修改毛澤東思想，關於「去毛化」的傳
言，引發海內外輿論爭論。王偉光昨日首度回應了這
一問題，強調黨章中已確定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共的指導思想。十八大政治報告
也明確指出，中共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
下，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第二個理論創新成果——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十八大代表9日到

北京展覽館，參觀

「科學發展 成就輝煌」

大型圖片展。

新華社

■北京大力開展節

能房的推廣工程，

推動農村建築節能

工作。 資料圖片

■北京多項

民生工程投

資加碼，還

將投資1,000

億元發展軌

道交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李茜婷）昨日北京代表

團討論會開始前半小時，在近30名女代表的邀請下，北

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親切地與女代表們合影留念。

北京代表團9日對境內外媒體開放。由於北京團的代

表提前到達會場，許多代表一邊交談，一邊在會場內

拍照合影。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副院長于丹，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副院長宋魚水等「明

星」女代表亦現身會場。就在眾女代表準備拍大合影時，

郭金龍從休息室走進會場。一見郭書記，女代表們便高興

地邀請他與大家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馬琳）

在昨天舉行的河南代表團開放日分組討論

中，代表們的發言異常踴躍，這讓身為主

持人的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不得不插話。

他笑稱，「想發言，就要搶先站起來」。

在會議即將結束時，他「號召」代表們鼓起掌

聲，盡顯這位省委書記的幽默一面。

本次團組開放日的分組討論並沒有留給記者

現場提問的時間，盧展工表示，相信大家從代

表們的發言中已經感受到中原崛起的活力和魅

力。他總結稱，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河

南省的發展和中國其他省市一樣，正在步入一

個新的歷史階段。他用《人民日報》近期對河

南省的兩篇報道標題來概括這一階段。一是

「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㠥一屆幹、一以貫

之謀發展」，二是「河南務實發展靜悄悄」。他

亦稱，務實發展靜悄悄正在成為河南新的發展

階段的一個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莫豐齊、王由頁）國家民政
部部長李立國9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民政部將在未來
大力鼓勵興辦養老機構。
李立國說，中國正在建立和逐步發展新型社會救助體

系，社會救助制度由補缺型向適度普惠性邁進。
李立國說，今後將加強減災救災能力建設，進一步完善

和落實災害預防應急救助、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完善養老保障制度和完善和落實優撫安置制度。
談及完善養老機制工作，李立國表示，要完善孤老供養

制度，推動建立高齡老人津貼制和困難老年人基本養老補
貼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服務，推進以居家為基
礎、以社區為依托、以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體系建設，
完善落實國家保障制度。

幽默盧展工 現場「要」掌聲

民政部鼓勵辦養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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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與北京團女代表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圖為胡鞍鋼(右二)在會場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徐光春(左)與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右)在現

場不時探頭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