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日報：營造風清氣正網絡空間

重慶忠縣打造「三峽橘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 重慶報

道）重慶忠縣地處三峽庫區腹地，

是亞洲乃至世界最適合柑橘生長的

地區之一。近年來，忠縣一直堅定

不移地推進柑橘產業發展，已建成

35萬畝標準果園基地，年產鮮冷橙

汁20萬噸，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鮮冷

橙汁生產基地。記者近日來到忠縣

橘海，只見一望無際的橘園裡，茂

盛的柑橘樹枝繁葉茂，純白的橘花

與金黃的柑橘相映成趣。「花果同

樹」的奇觀，令遊人們讚不絕口。

一套套現代化的滴灌設備、一條條

整齊劃一的噴灌設施、一座座高低

錯落的農民新居，構成了一幅具有

濃郁現代氣息的生態田園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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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在網
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要求加強網絡內容建
設，做強網上正面宣傳，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
的網絡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人類優秀文
明成果滋養人心、滋養社會，做到正能量充沛、主
旋律高昂，為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營造一個風清
氣正的網絡空間。《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文
章，指出既要用好又要管好互聯網的「兩手抓」要
求，對建設網絡良好生態、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打
造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
意義和實踐價值。
文章談到，對於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來說，

要充分認識到互聯網是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
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是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

監督的新渠道。互聯網是一個交流思想、探索規
律、凝聚共識的「寶庫」，用好了，才能畫出「最
大同心圓」，「喚起網民千百萬，同心幹」。
文章指出，網絡空間作為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

園，必須是健康有序的，決不允許成為一個充斥着
網絡謠言、低俗暴力、惡意攻擊、網絡詐騙、竊取
個人信息的「魔盒」。習近平對此一針見血地指
出：「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
益。同時，我們還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
設，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
主旋律，激發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的時度效，用人類
文明優秀成果滋養網絡空間、修復網絡生態，讓互
聯網真正成為安全之網、放心之網。」

香港文匯報訊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聯合國
年度專場「中國故事」於當地時間前日在紐
約聯合國總部開講。來自中國發改委、社科
院、北京大學、國防大學和中華能源基金委
員會等不同領域的5位專家學者，就中國「十
三五」規劃進行了演講並與聽眾進行了互動
討論。
今年舉辦的「中國故事」系列專場論壇已
是第四屆，主題為：「進入小康：『十三
五』規劃與中國的新坐標」。

「十三五」是中國發展新坐標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分析了

中國經濟未來走向，介紹了「十三五」規劃的
重點：經濟結構調整、制度改革、鼓勵創新、
平等和社會福利、可持續發展等；中國社科院
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重點講解了「互
聯網+」行動計劃如何幫助實現「十三五」規
劃並「為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作出貢獻」；原
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潘振強少將介紹
了中國全面的軍事改革，包括縮減軍隊規模、
加強海軍及網絡防禦力量、提高軍隊人員素
質、發展對外軍事關係等，強調中國軍改意在
維護和平穩定的環境並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這有助於「十三五」規劃的順利實施；全國政
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以
國際視角對「十三五」規劃進行解讀，認為
「友好、真誠、包容的對外關係是『十三五』
規劃能夠成功實行的重要因素」，而中國所提
出的「一帶一路」等倡議將有助於實現區域和
全球性穩定，同時也是「十三五」規劃成功的
重要保證。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秘書長何

志平在致辭時表示，「『十三五』規劃是中國
發展的新坐標，它對於建立可持續發展社會，
令全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最終實現中華民族
復興至關重要。」他講述了「十三五」規劃中
能源、氣候和生態發展的相關內容，總結了中
國「節約、智能、可持續」的能源使用方
法——其中包括創新開發清潔能源、可再生能
源和核能等。何志平表示，上述成果展現了中
國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所付出的努力，「十三
五」規劃在幫助中國實現聯合國2030年節能減
排目標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學者：華規劃契合聯國目標
在隨後舉行的高級別小組研討會及午宴

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特別顧問、美國
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與中美等國專家
學者分析了中國「十三五」規劃對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可持續發展目
標」的呼應，討論了中國的「十三五」如何
助推本國和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他表示，中
國「十三五」規劃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高度契合。
註冊地在香港的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是

聯合國經合理事會的諮商機構，自2013年開
始在聯合國總部舉辦「中國故事」系列專場
論壇，論壇每年舉辦一屆。據介紹，論壇涉
及世界對中國關切的各種話題，旨在為聯合
國各成員國、機構和實體，以及國際金融機
構、民間團體、高校和其他相關機構的代
表，提供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幫助他們了
解中國政府的決策、社會發展、市場動態、
文化創新、環境保護等，從而使其客觀認識
中國，加強與中國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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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名伶羅家寶在穗去世 享年86歲

■■羅家寶羅家寶《《夢斷香銷四十年夢斷香銷四十年》》劇照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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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
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
志平在論壇發言志平在論壇發言，，指指
「「十三五十三五」」規劃是中國規劃是中國
發展的新坐標發展的新坐標。。

當地果農告訴記者，這種「花果同樹」的柑橘品種名
叫「奧林達」，每年4月開花，但果子卻要到次年

5月才成熟，因此每年4月中旬便會出現「花果同樹」、
「父子同堂」的奇特景象，吸引大量遊客前來觀賞。

數萬橘農走上致富路
實際上，「花果同樹」僅是該縣「以橘為媒」、發展

「橘鄉味道」鄉村遊的一個縮影。近年來，忠縣利用35
萬畝柑橘資源，積極引領橘農辦水上遊樂公司、建生態
漁村、開農家樂客棧，全面發展鄉村旅遊，帶動了當地
數以萬計的橘農走上致富道路。
忠縣涂井鄉友誼村橘農馬和里告訴記者，他們一家6

口，依託柑橘大產業鏈，一方面經營自家的9畝柑橘
地，一年可收穫夏橙4萬斤左右；另一方面，自家的農

家樂開了7年，有20多個床位，生意也不錯，全家年收
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實現了全家的致富夢。

董建華牽線從美引良種
忠縣縣委書記劉貴忠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忠

縣種植柑橘已有5,000年歷史，是中國著名的「柑橘之
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佔忠縣柑橘種植面積60%以

上的美國施格蘭品種，是1997年由時任香港特首的董
建華從美國牽線引進的。
據了解，忠縣設立了全國唯一的「國家級柑橘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完成了柑橘「品種、育苗、建園、管
護、橙汁加工」5大技術國際採標確認。「忠橙」牌錦
橙、夏橙等柑橘鮮果已遠銷孟加拉、斯里蘭卡等東南亞
市場，NFC鮮冷橙汁已出口韓國等國家。

「「花果同樹花果同樹」」奇觀帶旺鄉村旅遊奇觀帶旺鄉村旅遊

■■忠縣橘農馬和里告訴記者忠縣橘農馬和里告訴記者，，自己自己
實現了年收入實現了年收入3030萬元的致富夢萬元的致富夢。。

記者張蕊記者張蕊攝攝

■■重慶忠縣萬畝橘園現重慶忠縣萬畝橘園現「「花果花果
同樹同樹」」奇觀奇觀。。 記者張蕊記者張蕊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
報道）人社部、財政部近日下發通
知，將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通知稱，從今年5月1日起，企業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
過20%的省（區、市），將單位繳
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
20%且去年底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月數高於9

個月的省（區、市），可以階段性
將單位繳費比例降低至19%，降低
費率的期限暫按兩年執行。具體方
案由各省（區、市）確定。
從今年5月1日起，失業保險總費
率在去年已降低1個百分點基礎上
可以階段性降至1%至1.5%，其中
個人費率不超過0.5%，降低費率的
期限暫按兩年執行。具體方案由各

省（區、市）確定。
通知稱，各地要繼續貫徹落實國

務院去年關於降低工傷保險平均費
率0.25個百分點和生育保險費率
0.5個百分點的決定和有關政策規
定，確保政策實施到位。生育保險
和基本醫療保險合併實施工作，待
國務院制定出台相關規定後統一組
織實施。

內地將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國
家級非遺傳承人、首屆廣東省文藝終身成就獎獲得者羅家寶，昨日晚
上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引致多功能衰竭，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離世，享年86歲。廣東粵劇院官方微博發文稱，「羅家寶老師畢生
致力振興粵劇，創立了粵劇『蝦腔』藝術流派，對粵劇事業作出了卓
越的貢獻。羅家寶的去世是廣東粵劇界及文藝界的重大損失。」
羅家寶出生於粵劇世家，12歲入戲行，啟蒙老師是其父羅家樹。
當年，羅家樹被戲行公認為「掌板王」、「打鑼狀元」，他諳熟各
大粵劇流派的風格、特點以及各種傳統排場，羅家寶自小就打下扎
實的童子功。後來，「流串」於各大戲班的羅家寶更幸得薛覺先、
馬師曾、陳錦棠、桂名揚、白駒榮等大老倌的指導，再加上後期努
力和人生經歷的積累，終於形成成熟的表演流派，「蝦腔」也成為
眾人稱讚的平民靚腔。

創「蝦腔」自成一派
據悉，羅家寶主演的《柳毅傳書》更是創下歷演40多年不衰的奇

跡，劇中不少的唱段，更是膾炙人口，家喻戶曉。正是這齣戲，讓
羅家寶自成一派的「蝦腔」傳播極廣，同時確立了他在粵劇界的地
位。
廣東粵劇蝦腔藝術研究會是目前唯一的粵劇老倌唱腔研究會，成

立於2003年，屬於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十幾年來，研究會成員越
來越多，有粵劇老藝人、知名企業家、鄉鎮幹部。喜愛粵劇的男性
觀眾，幾乎人人都識唱幾句「蝦腔」，而且都有幾分形似。

為進一步激發園區內雙創企業的創業熱情，促進科
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合肥高新區以「市場主導、

政府推動、政策保障、機制創新」為原則，推出了區域
創新創業品牌活動——合創匯。合創匯作為合肥高新
區雙創服務的核心品牌，按照線上線下「3+2」O2O模
式打出組合拳，重點打造合創券、政策通、市場匯等三
個線上服務平台，以及資本項目路演、創業訓練營等兩
個線下活動平台。
4月12日，合肥高新區首次推出合創券，將傳統的
政策資金後補助轉變為政府面向企業設計發行的一種
可兌現的有價電子憑證，實現科技扶持政策的前置。
目的在於鼓勵區內小微企業和科技小巨人培育企業積
極購買各類科技中介服務（專利服務、技術檢測、委
託研發、技術咨詢、科技金融、創業孵化以及人才服
務）。同時，合肥高新區管委會出台了《合肥高新區
創業創新服務券實施暫行辦法》，從制度上規範合創
券的使用。

資金總規模將超人幣5000萬
合創券總規模將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首期規模為3,000萬元，將惠及園區內500至1,000家雙
創企業。符合條件的企業和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只需在合
創券網站進行註冊，填寫相關資料後，經過主管部門審
核後即可成為合創券申領和受理單位。其中小微企業申
領5萬元，科技小巨人企業最高申領10萬元，企業使用
合創券即可在網站上搜索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開展科技中
介服務，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憑借服務合同、服務發票以
及服務結果等相關證明文件定期與合肥高新區管委會進
行兌現。同時，合肥高新區按照實際兌現金額的10%
獎勵給合創券服務機構個人，從而激勵科技中介服務機
構積極開展科技中介服務。
之後，合肥高新區將以合創券為基礎，全方位打造

「互聯網+創業創新服務平台」，推出全面實現政策審
批電子化的「政策通」和對接企業產業鏈上下游資源的
「市場匯」。通過將互聯網和大數據引入政府管理，真
正實現「管理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轉型。

創新驅動 聚焦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系列之二：

千萬「合創券」 企業買服務政府給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