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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施倩 杭
州報道）記者日前
從浙江省工商局獲
悉，為降低創業門

檻和成本，《浙江省放寬企業住所（經營場所）登記
條件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於9月4日起實
施，浙江企業住所（經營場所）登記今後將實行申報
制。
浙江省工商局工作人員介紹，工商登記制度改革
的目的是創建便捷的註冊登記體系，總的方向是要降
低准入門檻。此次浙江省改革目前住所的登記方式，
採取地址信息「申報制」，對申請註冊登記時需提交
載明住所地址的信息申報表和場所合法使用證明放
開，工商登記機關對工商登記環節中的申請材料實行
形式審查。在放開的同時，浙江省工商部門將對企業
注重事中、事後監管。

浙企經營場所登記實行申報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2日消息，鐵道部曾被形容為「舊體制最
後的堡壘」，如今脫胎於這個舊體制的中國鐵路總公司，正在政企分開的
「深水區」為改革探路。報道指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力推鐵路改革探試
「深水區」。
在8月22日的相關考察活動中，李克強要求鐵路總公司適應「新體制、

新身份」，在提高公共服務和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進程中，要牢牢抓住政企
分開這一關鍵環節，持續不斷推進改革。他說：「從過去的『鐵老大』，
到今天的鐵路總公司，你們所探索的改革，對於國企、特別對於大型國企
整體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政企分開」改革邁實質一步
2013年3月，國務院啟動新一輪大部制改革，將鐵道部拆分為國家鐵路

局和中國鐵路總公司，推動鐵路系統「政企分開」改革邁出實質性一步。

有媒體評論，鐵道部牌匾被中國鐵路總公司所取代，意味着「最後一個
『計劃經濟的堡壘』將步入歷史」。美國彭博新聞社援引專家評論稱，這
是中國新領導層發出的一個「明確信息」：「他們要打造更加清廉高效的
政府，而且是『動真格』的。」
據媒體報道，李克強親自主導了此輪大部制改革。在改革方案公佈幾天後，
他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通過政
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釐清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這也是李克強為中國鐵路改革確定的核心理念：擺脫舊體制下「政府部

門」的束縛和羈絆，而以「企業」的嶄新身份在市場經濟風浪中重塑自
身。

鐵總實現世界最高效率
有關資料顯示，成立一年多來，中國鐵路總公司不僅實現了「世界最高

的運輸效率」，也將「服務」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互聯網售票、電話
訂票如今已成為「主流」購票方式，過去售票大廳那種人頭攢動的景象正
離人們遠去；貨運組織改革取消了貨運計劃申報、請求車、承認車等複雜
手續，發展到現在的「門到門」全程物流服務，並嚴格實行「一口價」收
費，這將徹底終結煤炭運輸「一張條子幾百萬」的歷史。
鐵路投融資改革也在不斷向縱深領域推進。蒙西—華中鐵路、川南城際

鐵路等向民間資本開放的項目試點，意味着改革在帶有壟斷性質的鐵路系
統也探入了「深水區」。一直以來，李克強總理十分關注中國鐵路的建設
發展。在歷次外出訪問中，他都不遺餘力推動中國高鐵「走出去」，被外
媒譽為中國高鐵的「總推銷員」。李克強始終強調，鐵路不僅是經濟工
程、發展工程，更是民生工程。
在鐵路總公司考察時，李克強說，「你們的改革不僅會為自身發展帶來

新的機遇，也會為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改革創造經驗。」

李克強力推鐵路改革探試「深水區」

美媒：中國製造業生產成本接近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近日有外
媒報道稱，隨着勞動力等成本大幅上漲，中
國製造業的生產成本接近美國。雖然中國仍
是一個製造業大都會和重要市場，但「中國
製造」標籤無處不在的日子已成過去。

「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
專家表示，「中國製造」在向「中國創
造」的轉變過程中面臨不少挑戰，但仍具綜
合競爭優勢，隨着人口紅利的衰減，未來將
更多轉向依靠人才紅利和科技創新。
近期，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報道，中

國仍將是一個製造業大都會和重要市場，但
「中國製造」標籤無處不在的日子已成過
去。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生產活動繼
續蓬勃發展，給那些把目光投入中國以外的
跨國公司帶來贏利機會。美國和墨西哥成為
更受青睞的製造業基地。未來數年將會有越
來越多美國企業選在本土附近進行生產。
面對外媒的唱衰，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沈丹陽表示，近年來，隨着勞動力、土地等
成本不斷上升，中國出口產品傳統優勢有所
弱化，但仍具備綜合競爭優勢，並且已培育
出一批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

表示，中國製造業必須要加速轉型升級，加
大自主創新力度，在勞動力等成本提升導致
價格競爭力優勢不如以前的情況下，逐步提
高技術在競爭力形成過程中的權重。

中央公益金十億助建三萬幸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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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00元可享就餐醫護娛樂服務

為破解村級養老難問題，河南省焦作市武陟縣積極引入

慈善資金，把慈善與養老相結合，創建了「政府、慈善、

村級、個人」四級聯動的新型農村慈善幸福院，探索出

「慈善式養老」的新模式。村裡老人只需每月繳付100

元，就可在慈善幸福院享受就餐、日間休息、醫務護理、

休閒娛樂等綜合養老服務。

72歲的胡長印住進專門為村裡老人準備的慈善幸福院

後，喜不自禁，「這邊浴室保健房，定期體檢保安康；那

邊餐廳和食堂，一周飯菜不重樣。」在他看來，村裡老人

「集體養老」的生活甚至比「剛結婚時的日子都美」。

如今武陟縣已有逾2,000名像胡長印一樣的老人，入住80

多個村的慈善幸福院，享受低成本高質量的「不離家的集

體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何林靜、曹宇

「武陟縣開全國先河創建村級慈善幸福院，是在人口日趨老齡
化、空巢老年群體不斷增加的新形勢下，為破解農村養老

難而創立的『政府、慈善、村級、個人』四級聯動新型農村養老服務
模式。」武陟縣民政局局長張榮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榮舉說，武陟縣現有人口74萬，60歲以上老人9.6萬人，高齡、
孤寡、留守老人不斷增多。「慈善式養老」既解決了農村養老沒錢、
沒場所的問題，又緩解了由政府唱「獨角戲」財政負擔重的問題，為
農村養老闖出了一條新路。現在，武陟縣已建成慈善幸福院78所，入
住老人2,200餘人。
在張榮舉的陪同下，記者走訪了武陟縣多個慈善幸福院，儘管幸福
院的大小規模不一樣，但整潔的床鋪、設施齊全的休息室、乾淨衛生
的廚房卻是「標準配備」。記者來到東仲許村幸福院，正好趕上午餐
時間，只見老人們十個一桌，又說又笑。「孩子們都出去打工了，就
我一個人在家，早上熬上一鍋玉米餬能喝一天。來到這裡之後，心情
好了，吃得多了，孩子們也不用記掛我了。」85歲的李奶奶吃完一碗
麵條後又盛了一碗。

老年人的快樂大本營
一直積極推動慈善幸福院落地的大虹橋鄉黨委書記孫小明告訴記
者，幸福慈善院就好比是老年人的快樂大本營。「老人們白天自己從
家裡走路幾分鐘就能到這裡，在這裡吃飯、與其他老人看看電視、打
打麻將、聊聊天。身體不舒服了，這裡還有醫療室，可以給老人簡單
看看病。中午老人在這裡休息，晚上吃完飯後再回自己家。」
在他看來，這種不離家的養老模式比較符合農村實際。「在農村把
老人送到敬老院被村裡人視為不孝，但要是把老人自己留在家裡兒女
們又不放心。幸福養老院全方位滿足了老人『故土難離』的精神要求
和『生活有保障』的需求」。而讓孫小明意外收穫的是自從建了慈善
幸福院後，原本死氣沉沉的農村又恢復了活力，「農村吵架的事兒少
了，大家的心更凝聚了。」

善慈 老養

■外媒報道稱，隨着勞動力等成本大幅上漲，中國製造業的生產成
本接近美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何林靜、曹宇 河
南報道）武陟縣這種就地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方
法獲得了中央認可。據記者了解，近日財政部下
發的《關於做好2014年度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支
持農村幸福院項目管理工作的通知》表示，2014
年將使用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在全國農村社區補
助建設3.33萬間幸福院，為農村老年人提供就
餐、文化娛樂等照料服務，使40%以上的農村社

區建立養老服務設施和站點，幫助實現農村老年
人老有所養。
據了解， 2014年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支持農村

幸福院項目資金共10億元，項目資金使用範圍是
設施修繕和設備用品配備，每個項目補助3萬元。
項目資金分配主要參考因素包括區位、60歲以上
農村老年人口數量、村民委員會數量等，並依據
各地區2013年度項目建設考評情況綜合確定。

當全國各地的養老院還在為資金、場地以及入
住率等問題心煩時，武陟縣的村級慈善幸福院卻
是絲毫不缺錢。張榮舉告訴記者，焦作市武陟縣
積極引入慈善資金，把慈善與養老相結合，創建
了「政府、慈善、村級、個人」四位一體的農村
慈善幸福院，探索出「慈善式養老」的新模式。
為確保慈善幸福院健康、持續運行，該縣還創立
了「以慈善養老，以土地養院」新模式，在解決
有錢養老的同時，每村給慈善幸福院劃二三十畝
地，用於種糧食、蔬菜，解決幸福院老人吃飯問
題。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幸福院是解決老人的
問題，不論是村民還是社會人士都很支持。」張

榮舉說。
在外地打工的張先生這次為大虹橋鄉一新開張

的幸福院捐了2,000元。「老人都是一個村的，
都跟自己的親人一樣，拿點錢讓他們有地方去，
挺好的。」

據記者了解，幸福院坐落於各村，場所或為新
建，或由村裡的閒置庭院、舊學校等改建，資金
來源多樣，有慈善捐助、社會捐款、政府補貼、
鄉村籌集，村裡70歲老人只需每月繳納100元的
費用，就可在幸福院享受就餐、日
間休息、醫務護理、休閒娛樂等綜
合養老服務。

■記者 劉蕊、何林靜、曹宇

以慈善養老 以土地養院

■■在幸福院內在幸福院內，，老人們圍在一起吃老人們圍在一起吃
飯飯，，有說有笑有說有笑，，好不熱鬧好不熱鬧。。 曹宇曹宇攝攝

■村民自發為新建的幸福院捐款。 曹宇攝

■幸福院坐落於各村，村民們會自發到幸福院給老
人做飯。 曹宇攝

■有些老人說，幸福院的床鋪比家裡的還乾淨漂
亮。 曹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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