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掛牌

廣州民眾嘆煲不起冬瓜
較去年漲價兩倍「菜貴食瓜」不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春
節後，各類蔬菜價格紛下調，唯獨冬瓜價格不
跌反漲。連日來，記者走訪發現，廣州市場的
冬瓜價格一路走高，近日已超過每公斤 12
元，幾乎是春節前價格的兩倍，較去年同期上
升兩倍。對比發現，去年以來，冬瓜價格漲幅
已遠超所有蔬菜和肉類的漲幅。有廣州市民大
嘆煲不起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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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華社中國經濟
信息社昨日在北京正式掛牌，標誌着新華社經濟信
息業務開啟新篇章，駛上快車道。
新華社是中國經濟信息服務的開創者。1984年，
鄧小平為新華社題詞：「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
建設」，1985年1月，新華社在全國率先創建經濟
信息事業。經過30多年建設發展，新華社構建了較
為完整的經濟信息產品和服務體系，在海內外擁有
2萬多家用戶。
新組建的中國經濟信息社，對新華社涉及經濟信
息業務的原經濟信息編輯部、中經社控股有限公
司、中國金融信息中心等部門和企業進行整合，今
後將作為新華社經濟信息業務的市場主體，負責新
華社經濟信息產品的生產和服務。

堅持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表示，從世界範圍看，全球主
要經濟信息提供商都是建立在通訊社業務架構基礎

上的。新華社是世界性通訊社，發展經濟信息業
務，在組織架構、採集網絡、內容資源、傳播渠道
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優勢。新華社將把經濟信息業
務作為發展的戰略重點，堅持國際化、市場化、專
業化方向，努力把中國經濟信息社建成與中國經濟
地位相適應、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信息服務機構，
引領中國經濟信息發展，為全球用戶提供服務。
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與世界經濟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國際社
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度越來越高。隨着中國經
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
步伐加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一帶
一路」、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製造2025」等國家
戰略不斷推進，海內外對中國經濟信息的需求更加
旺盛。
中國經濟信息社將發揮通訊社架構優勢，充分

運用國家通訊社和世界性通訊社的網絡和資源，
依託新華社在國內外的239個分支機構、5,000多

名採編人員，以及中國經濟信息社近千人的專業
團隊，在世界重點地區和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設
立經濟信息採集機構，建立完善覆蓋全球的經濟
信息採集加工體系，成為國際權威的經濟信息總
匯。

「互聯網＋」提高信息化
中國經濟信息社將打造先進適用的產品體系，圍

繞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國內外市場需求，堅持以用
戶為中心、以服務為引領，完善覆蓋宏觀經濟、金
融、行業等多個領域的產品體系，為用戶提供優質
信息服務。按照「互聯網＋」發展理念，充分運用
大數據、雲計算等先進技術，提高信息化、智能化
服務水平。
中國經濟信息社還將秉持開放理念，打造合作平

台，與國內外信息服務機構廣泛開展信息、技術、
市場等方面的合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享中
國和世界經濟信息市場發展機遇。

記者了解到，每當蔬菜價格上
漲，瓜類銷量便明顯上升，

「菜貴食瓜」已成為精明的廣州市
民的共同選擇。其中，冬瓜可煲湯
可乾炒，還可以下火鍋，價格又便
宜，成為很多廣州人捱貴菜時的首
選。不過，今非昔比，今年冬瓜價
格猛漲，已明顯令市民連嘆吃不
起。
家在天河區天河南社區的陳姨
是冬瓜的忠實「粉絲」，近日冬
瓜價格猛漲，她感嘆煲不起冬
瓜，連聲「頂唔順！」、「春節
期間，冬瓜價格已漲到1公斤8
元，我以為節後價格會下跌，沒
想到蔬菜價格都回落到平日水
平，冬瓜價格卻一路上漲，幾乎
和五花肉等價。」陳姨說，4月下
旬，她在附近的菜市場看到，冬
瓜價格已漲到每公斤14元。「貴
了就少吃囉，我們家這兩個月僅
吃了兩三次冬瓜。」

超市菜檔不敢進貨
據廣州市菜籃子監測網站數據
顯示，去年4月14日廣州青皮冬
瓜僅售每公斤3.9元，今年4月14
日漲到每公斤10.4元，足足飆升
了2.6倍。而截至4月19日，青皮
冬瓜的價格仍然在上行，全市菜
籃子均價甚至達到每公斤10.94
元，接近11元，勢頭仍舊迅猛。
記者在各大菜市場走訪發現，

冬瓜零售價格比官方公佈的統計
數據還要高。廣州荔灣區歐女士
感嘆，幾十年沒有見過這麼高價
的冬瓜了。
高價冬瓜也令菜販望而卻步，紛

紛停止或減少入貨。上周末，記者
在廣州荔灣區東朗菜市場看到，30
多個蔬菜檔口，無一有冬瓜賣。記
者走訪5公里內另兩家菜市場，也
遇到同樣的情況。即使在大型超市
「好又多」，也見不到冬瓜的身
影。「貨源少，而且價格太高了，
怕賣不出去，不敢進貨。」一位檔
主告訴記者，她從業20年，還沒
遇到這種情況。

春節遇寒潮收成劇減
記者了解到，冬瓜高價現象不

單在廣州，全國各地均如此。在
南京，冬瓜甚至一度賣到每公斤
16元，錄得全國最高紀錄。
對於冬瓜價格異常現象，在珠

三角從事蔬菜批發生意的老張表
示，今年初以來，批發市場上冬
瓜供貨緊張，導致價格一路高
漲。去年底收購價格才每公斤1元
多，春節時已漲到4元，而三四
月，已漲到8元多，零售價漲幅更
高。據他分析，今年春節，全國
多個省份受到寒潮影響，瓜苗受
凍，導致收成劇減。他表示，隨
着春末夏初到來，冬瓜供應量將
逐步回暖，價格可望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糧食局局長任正曉昨日在北京表示，中國依
靠進口解決吃飯問題「既不現實、也不可
能」，「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我們
自己手上，而且飯碗裡主要裝中國糧」。
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發佈會上，

任正曉表示，從長遠看，中國糧食產需「將長
期處於緊平衡狀態，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
峻」。

糧產「十二連增」仍有缺口
雖然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已實現
「十二連增」，但數據顯示，這12年中有10
年不能實現當年糧食產需平衡，年均產需缺
口達198億斤。
「中國的糧食安全還將長期面臨消費剛性

增長、生產硬性約束的雙重挑戰。」任正曉
分析，從長遠來看，中國的人口還將持續增
長；同時，耕地淡水資源、農業有效勞力、
生態環境承受能力，對糧食生產的剛性約束
越來越突出，糧食進一步增產的難度加大。
他並指出，「眼前糧食的高庫存不是常態，
不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當前，有聲音認為國際糧源充裕，價格低

廉，中國完全可通過進口解決吃飯問題。任
正曉表示，「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能」。

廣州冬瓜價格猛漲
■ 春節期間，冬瓜價格已漲到1公斤8元，
之後價格依然一路上漲，幾乎和五花肉等
價。

■ 4月14日，廣州市菜籃子監測網站數據顯
示，冬瓜賣到每公斤10.4元。

■ 4月19日，冬瓜價格仍然在漲，賣到每公
斤10.94元。

■ 4月下旬，居民表示，附近菜市場的冬瓜
價格已漲到每公斤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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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內地2016年
度醫改新政昨日正式公佈，明確將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
穩定在95%以上，城鄉居民醫保人均政府補助標準提高
到420元，加大對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支持力度。此
外，今年還將建立完善國家級異地就醫結算平台，逐步
與各省份異地就醫結算系統實現對接，基本實現跨省異
地安置退休人員住院費用直接結算。到2017年，基本
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公佈《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文件指出，2015年，中國人
均預期壽命達到76.34歲，比2010年提高1.51歲，人民

健康水平總體上達到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居民個人
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比重下降到30%以下，為近20
年來的最低水平。

城鄉補助提升至420元
文件提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是到2017

年實現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階段性目標的攻堅之年，
也是到2020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目標的
關鍵之年。「全面深化公立醫院改革」被列為年度醫改
的首務，明確將鞏固完善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並將
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擴大至200個，所以新增試
點公立醫院取消除中藥飲片外的藥品加成。
醫改重點任務還要求，加快開展分級診療試點。按照
「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要
求，以綜合醫改試點省份和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
為重點，加快推進分級診療，在70%左右的地市開展試
點。擴大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到今年底，城市家庭醫生
簽約服務覆蓋率達到15%以上，重點人群簽約服務覆蓋
率達到30%以上。
在備受關注的醫保異地結算方面，官方給出明確時間

表，明確在今年基本實現跨省異地安置退休人員住院費
用直接結算，明年基本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異地就醫住
院費用直接結算。同時，還要求進一步完善城鄉居民大
病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人均420
元，實現大病保險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楊凌雲北京報道）
備受關注的北京市通州區定位再次出現變化，由最初
的「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調整為「北京城市副中
心」，日前升級至「北京市副中心」。目前，「北京
市副中心」規劃面積已擴大至通州區所轄的全域範
圍，面積達906平方公里，較最初的規劃面積擴大了
151倍。有關部門就此向本報透露，通州區定位將被
調整為「北京市副中心」，是因中央和北京市對通州
的發展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

規劃擴至906平方公里
據《法制晚報》報道，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

查組昨日上午赴通州對「北京市副中心」建設情況進
行調研，通州區副區長劉貴明透露，最初行政副中心
確定的面積僅在6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後來逐漸擴展
到通州老城區155平方公里的面積。現在，通州區域
範圍內906平方公里已全部被納入北京市副中心的範
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

查組考察活動中，首次將通州區稱為「北京市副中
心」，這也是通州區由「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變為
「北京城市副中心」後，通州區城市定位出現的最新
變化。

針對「北京市副中心」的提法，通州區有關方面
向本報表示，雖然通州的定位還在根據上級要求進行
調整，但北京市行政事業單位2017年向「副中心」
轉移的規劃並未改變。
據了解，在通州區公佈的2016年重點項目預算

中，今年通州區在「市政基礎設施、生態景觀建設、
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高、精、尖』產業項目建設」
四大領域的總投入將達到670億元，包括「通州新城
綠色生態建設工程、國家智慧城市建設試點、海綿城
市試點工程建設、智慧水務建設、環城生態景觀帶建
設工程、國家時尚創意中心、物聯網智慧應用產業基
地」等43個重點項目。

通州定位升級「北京市副中心」醫保異地結算明年基本實現

■昨日，新華社旗下的中國經濟信息社重組啟航。圖為新華社社長
蔡名照致辭。 網上圖片

■廣州菜市場的冬瓜售價漲幅驚人，由於價格高企菜檔不敢多進貨，要找冬瓜也不容易。
記者敖敏輝攝

■據了解，通州目前確定的86項通州區重大基礎設
施項目，已經開工36項，剩餘未開工項目中有40
個也將於2016年內開工。 新華社

■2016年度醫改新政公佈，將加大對城鄉居民大病保
險的支持力度。圖為廣西貧困山區一白血病患兒治療
近日面臨困難。 新華社

小啟：版面調動關係，兩地融通暫停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