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李可

晨报讯 1 月 22 日，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市农

科院后返回市区途中时，

给浚单玉米种子起了新

名字“永优”。 一时间，“永

优” 遭到国内 60 多家企

业争相注册。 日前，记者

获悉，市农科院已捷足先

登，提出注册申请，国家

商标局已正式受理。

1 月 24 日， 市农科

院委托河南博大商标事

务所正式向国家商标局

申请注册“永优”、“永优 -

浚单”等 3个商标。 现在申

请手续完备、 抢注及时，

国家商标局已正式受理。

当时，温总理还表示

要将“永优”这个名字“手

书出来，送给老程”。 市农

科院工作人员向记者透

露，目前总理的手书正委

托相关部门转交给程相

文和市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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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关注

食品安全

1 月 29 日，市民在裕隆连锁超

市观看以食品安全“良心工程”为主

题的书画摄影展。

食品安全连着商家的良心和消

费者的安心。由市文明办、淇滨工商

分局、 裕隆时代百货有限公司共同

举办的鹤壁“裕隆杯”食品安全“良

心工程”书画摄影比赛，历时一个多

月，收到近 300 幅书画摄影作品。活

动的开展， 可有效地引导商家诚信

经营， 以共同打造和谐安全的消费

环境。

鹤壁日报记者 李国庆 摄

我市春运状况良好

已输送旅客

41.54 万人次

□

记者 李鹏

晨报讯 目前， 我市春运

运行状况良好。 截至 1 月 27

日， 我市铁路公路已输送旅客

41.54 万人次。

1 月 29 日， 鹤壁火车站客

运主任张武进告诉记者， 自春

运开始到 29 日，火车站运行一

直很平稳， 每天向外输送的旅

客在 350 人以上， 这部分旅客

大多以长途为 主 ， 往 北 的 多

是到北京、 天津等地 ， 往南

多以广州、杭州为主。“从 23

日 起 到 现 在 ， 平 均 起 来 ，每

天回到鹤壁的旅客都保持在

1500 人左右。 春运高潮马上就

要到了， 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

始，每天的票都是供不应求，初

五、 初六的不少地方长途车票

已经售完。 ”

公路客运方面， 市长途客

运总站的一位尚姓负责人告诉

记者，从春运开始，他们每天向

外输送的旅客平均在 7000 人

左右，大多数旅客都是省内的，

多集中在郑州、 南阳、 信阳等

地。“现在还没有到春运高峰

期， 目前没有出现车辆紧张情

况。 ”

在鹤壁火车站和市长途客

运总站，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

已经全力投入春运工作， 除了

承担输送旅客任务外， 还会把

好安全检查关。 加强对易燃、易

爆、危险品的查堵工作，防止意

外事故发生。

据新华社郑州 1 月 29 日

电 “怪，过去春节前，来咱院的

送礼车一辆挨一辆，今年咋不见

了？ ”“没听说吗？ 市委给大小官员

打了‘预防针’，这回真要打收礼

的。 上边不收了，下边谁还送！ ”

这是日前濮阳市中心小区居民

王进军、孙建岭的一番对话。

他们所说的打“预防针”，便

是走马上任才三个月的濮阳市

委书记段喜中导演的“党风廉政

恳谈会”。

2011 年 1 月 6 日，段喜中开

会时对众多手握权柄的县级、科

级“一把手”说：“在座的各位都

有一定实权，这个权是让你给百

姓干事的，可不是让你用它敛财

的。有些干部不把心思用在事业

上， 而是用在投领导所好上，连

领导抽啥烟喝啥酒，都研究得很

透。想靠这个提拔，休想！不亮出

实绩就想得到重用，休想！

“逢年过节 ，可能有的人喜

欢送礼， 但也有领导最烦送礼。

纪委有个统计：80

％

的腐败现象

发生在年节期间。 春节快到了，

我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今年春

节，从我做起，从市委市政府领

导做起，不许收礼。 市委授权纪

委：对故意犯规者，有报必查，决

不姑息！ ”

尽管打“预防针 ”未张扬没

报道，却在全市持续“发酵 ”，目

前已有 1.6 万名官员被“恳谈”，

190 多位市直“实权 ”科室领导

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廉政承诺。

市农科院抢注“永优”商标

国家商标局已正式受理

濮阳给大小官员打“预防针”

上边不收 才有下边不送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9 日

电（记者姚润丰 张辛欣） 新

世纪以来中央指导“三农”工作

的第 8 个中央一号文件 29 日由

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个题为《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决定》 的文件明确了

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定位，制

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 、

覆盖面广、 含金量高的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

一号文件全文约 8000 字。

共分八个部分 30 条，包括：一、

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定位；二、

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

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三、突出加

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

四、 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五、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六、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七、不断创新水利发

展体制机制；八、切实加强对水

利工作的领导。

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

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兴水利、

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

展 、 社会进步 ， 历来是治国

安邦的大事。 水利是现代农

业 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 ，

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

础支撑， 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

分割的保障系统， 具有很强的

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 不仅事关农业

农村发展， 而且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

全 、供 水 安 全 、粮 食 安 全 ，而

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

国家安全。

文件强调， 把水利作为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 ，

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任务， 把严格水资

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战略举措， 大力发展民

生水利，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文件提出， 加大公共财政

对水利的投入。 发挥政府在水

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将水利

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

域。 各级财政对水利的投入的

总量和增量要有明显提高。 大

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

水利资金。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

提取 10

％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进一步完善水利建设基金政

策，延长征收年限，拓宽来源渠

道，增加收入规模。 加强对水利

建设的金融支持， 支持农业发

展银行积极开展水利建设中长

期政策性贷款业务。 多渠道筹

集资金，力争今后 10 年全社会

水利年平均投入比 2010 年高

出一倍。

文件提出， 实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 确立水资源

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建立取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 确立用

水效率控制红线， 把节水工作

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

产生活全过程。 确立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红线， 严格控制入河

湖排污总量。

文件强调， 要把水利工作

摆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

出的位置， 着力加快农田水利

建设， 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

展。 力争通过 5 年到 10 年努

力， 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

显滞后的局面。 到 2020 年，基

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 ，重

点城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

明显提高，抗旱能力明显增强。

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 ， 万 元 国

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

值 用 水 量 明 显 降 低， 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灌溉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今后10年水利投入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