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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九大領域 向民資開放
涵蓋生態環保農林水利市政建設等

截至2014年底，山東批准設立外資融資
租賃企業93家，佔全省融資租賃企業

的88.9%。2015年3月底，晨鳴融資租賃公
司對外投資項目29戶，投放金額42億元，
主要投放領域集中在國有企業、上市公司、
優質民營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政府融資平
台、高校、醫院等。

允許民資參與公院改制重組
在山東省新聞辦舉行的發佈會上，山東省

住房城鄉建設廳副巡視員盧曉棟表示，為發
揮6億城鎮化引導基金的槓桿放大效應，該

廳籌備建立行業項目庫，主要包括城鎮化基
礎設施和省內市政公用投資運營企業改組改
制兩類項目；此外，為支持社會資本通過獨
資、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辦學。僅 2014
年，山東省財政就安排專項資金１.1億元支
持民辦高校開展內涵建設。
在衛生領域，山東將境內社會資本舉辦的

醫療機構設置審批權限，下放至設區的市或
縣（市）級衛生計生主管部門，允許社會資
本以聯合、參股、兼併、收購、托管等形
式，參與部分公立醫院（包括國有企業醫
院）改制重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張嫣然
山東報道）自山東省政府正式印發《關於貫徹國發
〔2014〕60號文件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
會投資的實施意見》以來，山東已有包括生態環

保、農業水利、市政基礎設施等，基本覆蓋經濟社會、民生等九大重點領域向
社會資本敞開大門。本港上市公司晨鳴紙業旗下融資租賃公司作為該省註冊資
本金最大的外資融資租賃企業，增資完成後將成為全國最大的融資租賃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牛琰江西報道）
2015年下半年，江西省在贛州市、鷹潭市先
行試點中小學教師資格定期註冊改革，以此
破除教師資格「終身制」。記者日前從江西
省教育廳了解到，每個教師定期註冊周期為5
年，未經註冊、不予註冊和逾期不註冊的教
師，將不得從事教育教學工作。
教師資格定期註冊制度分為首次註冊和定

期註冊。取得教師資格的人員，首次聘用為
中小學教師時，應申請首次註冊；在《江西
省中小學教師資格定期註冊實施細則(試行)》
實施前已經在編在崗的中小學教師，也應申
請首次註冊。首次註冊後，每5年申請一次定
期註冊。定期註冊主要核查教師的師德表
現、年度考核、培訓學時等情況。未經註
冊、不予註冊和逾期不註冊的教師，不得從
事教育教學工作。
「以往申請人一經取得教師資格證書，就

長期有效，而這次江西在贛州市、鷹潭市試

點，對公辦普通中小學、幼兒園在編在崗的
教師實行定期註冊，加強對教師師德表現的
考核，激勵教師主動參加培訓學習和尋求專
業發展。」江西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介紹，
這項改革今後在其他設區市將根據試點情況
逐步推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浙江報道）記者
日前從浙江省工商局獲悉，浙江將率先全國全面
實行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
社會保險登記證和統計登記證「五證合一」登記
制度，從辦理五本證照減到一本，新設企業三個
工作日即可拿到聯辦的證照，從根本上壓縮辦證
時間，降低辦證成本。
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實行企業登

記「五證合一」制度的通知》，將由工商、質
監、國稅、地稅、人力社保、統計等部門分別辦
理、各自發證（照），改為申請人「一表申
請」，工商部門統一收件，其他部門並聯審批，
統一核發加載相關號、碼，以「一照五碼」形式
實現「五證合一」。以此計劃，平均可為企業節
省20個工作日。而且所有證照辦理手續費全免，
所需費用均由財政負責。
浙江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表，在全省推廣「五

證合一」登記制度，將為年底全面實現「一照一
碼」奠定基礎。

浙多部門聯動監管失信企業

浙推企業「五證合一」登記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浙江報道）記者日
前從浙江省工商局獲悉，浙江省工商局與浙江省
高院、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分別簽署信息共享
和協同監管合作協議，建立信用聯動懲戒機制，
對失信企業實施信用聯合監管，實現「一處違
法，處處受限」。
據介紹，浙江省工商局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當天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根據合作備忘錄，將建
立雙方「點對點」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平台，實現
執行查詢、信息交換和執法協作。此外，人民銀
行杭州中心支行和浙江省工商局簽署《關於企業
信用信息共享與聯動協作的合作協議》，雙方實
現信用信息共享和聯動協作。
在聯動協作方面，浙江省工商局與人民銀行杭

州中心支行相互協助配合，對於被列入經營異常
名錄、被行政處罰、有嚴重違法行為的失信企
業，人民銀行將引導金融機構予以重點關注，採
取必要的風險管控措施，在內部信用評級時參考
工商部門提供的信用監管信息。而工商部門則將
對涉嫌違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規的企業加強監控監
測，提供執法監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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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三部門分別簽署合作協議。
記者高施倩 攝

■江西試點中小學教師資格定期註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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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試點教師定期註冊

夫緬甸被捕妻奔走求助
部分入獄華伐木工家屬自費探監 盼政府解救

劉宗順是一名貨車司機，這次是把緬甸的酸枝木拉回
中國。楊艷飛說，她家裡田地較少，主要收入是靠

丈夫外出打工賺錢。為了生計，2013年開始，劉宗順便
開始去緬甸搞運輸，為此家裡還貸款買了一輛新貨車。
「我丈夫去緬甸運輸木材的收入是按照噸數來算的，一
般拉一趟也能掙到一萬元以上。」楊艷飛說，劉宗順還
有一個近70歲的老母親和兩個正在上小學的兒子，為了
供孩子上學，他不得不冒險一次次去到緬甸打工。

孩子成績下滑性格變孤僻
最令楊艷飛難受的是兩個兒子因為爸爸的事變得孤僻
不愛講話，學習成績也一直下滑。「我去密支那看望丈
夫時，他讓我好好照顧孩子，不要把他被抓的事告訴孩
子，但孩子們還是從同村孩子裡聽到了消息。」楊艷飛
哽咽的說。
楊艷飛說，現在只希望丈夫能夠平安回家，因為孩子

的成長不能沒有爸爸。她在信中安慰丈夫：「如今刑期
已定，時間遙不可及……你身在異鄉，凡事要往好處
想，相信會有好的轉機。」

夫非非法出境無故被判囚
同去縣外辦送信的周仙萍說，自從22日審判結果出來
後，差不多有50至60名判刑的伐木工或司機家屬來到騰
沖縣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與緬方交涉，將被判刑的人
員移交中國。她說，丈夫出車拉木材是辦理過出入境手
續的，不是非法出境，不知為何被緬甸政府判刑。她表
示，今年3月開庭時，她曾經通過旅行社，從騰沖赴緬
甸密支那，又從密支那到歪莫，終於見到了丈夫和弟
弟。她說，他們只有稀飯吃，她帶了醃肉、副食品和錢
給他們，希望他們在牢裡的生活能好點。她還說，原來
緬方還讓她交6,500元贖金，可以免除非法入境罪的刑
期，但後來錢又被退回來了，人一直關押着。

家住雲南騰沖縣明光鄉松園村的楊艷飛是此

次被緬方拘捕的劉宗順的妻子。昨日，她和同

村被捕伐木工人親屬再次來到騰沖縣政府求

助。她說，多少次來到騰沖縣政府已經記不太

清楚了，「我們實在沒辦法，求助無門的情況

下只能寄希望於政府。」楊艷飛無奈的說。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小強 騰沖報道

家住騰沖駝峰村的瞿傑（化名）也是此次赴緬伐
木工人中的一員，萬幸的是，瞿傑在得知緬甸政府
的清理行動後，和10多個同鄉，徒步走了4天4夜
後終於回到了家，他激動地向記者表示，再也不會
去緬甸伐木了！
瞿傑今年37歲，從2000年開始在中緬兩地從事

木材運輸工作。2014年10月，瞿傑被在緬甸克欽
從事伐木生意的中國老闆招去做司機，讓他沒有想
到的是，這次運輸讓他失去了兩輛賴以為生的大貨
車，還差點失去了人生自由，「我們是1月2日從

緬甸龜頭山上逃出來的，同行的有10多個人，因為
緬甸政府軍在大路上有關卡，所以我們不敢走大
路，也不敢坐車，緬甸的山路非常崎嶇，我們又要
防着緬軍的把守，所以當時逃亡的心情非常的焦慮
和恐懼，幸好終於回家了。」
回到家的瞿傑除了感到慶幸之外，他還非常擔心

自己的車友，在他看來，大家都是窮苦的工人，來
到緬甸伐木是為了養家餬口，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行為是犯法的。瞿傑告訴記者，今後他要在家裡好
好的務農，寧願收入少些，也不要再去冒風險了。

瞿傑：「步行四日脫逃 再不冒險伐木」

在中緬邊境騰沖縣滿邑下村，據當地村民
介紹，該村有二三十家做木料加工的小工
廠。一位木雕廠老闆介紹，這些木料大多都
是從緬甸拉過來的，在當地已經形成了產
業。

加工木料每塊獲利百元
上述老闆稱，他們主要加工的是緬甸黃心
木和秋木，黃心木有淡淡的香味，一般機器
加工一塊木料有30多元的利潤，手工雕刻可
能有100多元的利潤。
在騰沖當地人沈鵬（化名）的印象裡，當
地人去緬甸伐木從2000年就開始了，緬甸森
林資源豐富，紅木、花梨木、柚木這些木材
種類品質優良，中國老闆一般都能獲得很高
的利潤。沈鵬說，前往緬甸伐木的主要是靠
近中緬邊境的邊民。他們大都家裡貧困，文
化程度不高，他自己也曾是伐木工人中的一
員。
沈鵬介紹，中國木材商一般看中一片森

林後，就會和緬甸地方政府談價錢，也會
支付一些錢打點緬甸管理層的關係，這些
年來很少有伐木工被抓的情況，以往被抓
也只要罰款100至200萬緬幣（約合1至2
萬元人民幣）就可以出來了。沈鵬認為，
這些伐木工人是無辜的，被判20年，非常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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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緬甸判囚的
劉宗順。

▶楊艷飛盼望丈夫劉宗
順早日獲釋回家。

■正在緬甸運輸原木的中國貨車。多名中國工人因在緬伐木，導致夫妻、親人分隔兩地。

■緬甸木料加工已經在騰沖當地形成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