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连推16项措施稳定物价

下月运鲜活农产品免通行费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0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20日

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
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

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

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

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
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稳
定市场价格，切实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

上述16项措施包括：大

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
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

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

应、做好煤电油气运协调工

作、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建
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继续落实规范收费的各项

规定、积极稳妥推进价格改
革、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

工秩序、加强农产品期货和

电子交易市场监管、健全价

格监管法规、加强价格监督

检查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完

善价格信息发布制度、切实

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

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

为降低农产品流通成

本，《通知》决定，自今年12月
1日起，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

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

免收通行费；少量混装其他

农产品以及超载幅度在合理

计量误差范围内的鲜活农产
品运输车辆，比照整车合法

装载车辆执行；将马铃薯、甘
薯、鲜玉米、鲜花生列入绿色

通道品种目录。各地区要进

一步规范和降低集贸市场摊

位费和超市进场费。

《通知》要求各地区根据

实际情况，对优抚对象、城乡
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

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对财
政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由

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按

照隶属关系，增加对大中专
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
生食堂补贴，各大中专院校
要保持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基

本稳定。切实安排好农村寄

宿制学校学生的生活。

《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基

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动情

况，尽快建立和完善最低生

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

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

险金和最低工资标准。

《通知》强调，有关部门

和地方要把握好政府管理价

格的调整时机、节奏和力度，

对已经确定的调价方案，要
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完

善配套措施，审慎出台。必要
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

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

施。

《通知》要求尽快出台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条

例》，强化成本监管。抓紧修
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将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的行为纳入价格监管范

围，增强处罚的针对性，加大

处罚力度；强化价格监管力

量，重点打击恶意囤积、哄抬

价格、变相涨价以及合谋涨
价、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严
厉查处恶性炒作事件，维护

市场和价格秩序。

本报济南 11 月 20 日讯

(记者 郭静) 上海世博会山东

馆落户济南长清园博园了！11 月
20 日上午，山东馆移交仪式在山

东大厦进行，山东省参展方与济

南市接收方代表签署了《2010 年

上海世博会山东馆移交协议》。

这标志着山东馆正式由济南市
接收并管理。据悉，移交后，将以
山东馆的重建为契机，预计斥资

10 亿元打造园博园内 80 万平米

的文化景观和地标。

移交仪式上，山东馆馆长、

省政府副秘书长韩金峰介绍，山

东馆最后一批展品展项已于11

月18日晚9时安全运抵济南，至

此撤展回迁工作已全部结束，收
官之战圆满成功。省委、省政府
领导提出要把山东馆作为山东

省参博工作的永久性纪念。济南

市政府率先向省政府呈报了《关

于在济南园博园重建上海世博
会山东馆的请示》，请求在上海

世博会闭幕后，将山东馆迁移至

济南市园博园重建，长期保留并
展出。对此，省政府10月19日第

82 次常务会研究，同意将山东馆

移交给济南市政府重建。

“签字以后就是从法律上完

成了移交手续，展馆的所有物品

都从省政府移交给了济南市，下
一步的建设也由济南市负责，个
人意见要按文化遗产的方向来

建。”省参展办副主任、上海世博
会山东馆常务副馆长曲东涛说。

至于后世博时代如何利用山

东馆的重建这一契机，济南西区

工程建设指挥部副主任刘英表

示，将有四个结合。“一是新展馆

的规划建设要与园博园整体规划

相结合，不能太突兀了；二是要与

创意产业园的规划建设相结合；

三是与世博相结合，尽管山东馆

回家了，但是要继续传承发扬世

博的理念；四是要与市场相结合，

这个展馆要能自己养得起自己。”

整个规划建设，刘英预计将

投资 10 亿元。“新展馆的建设可

能会在明年年底前完成。当然，这
是整个园区内规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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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世博山东馆正式移交济南
预计投资 10 亿元打造园博园内新景观

海水压扁钢管
工人被困60小时
事发嘉兴，被困者依靠3厘米缝隙生存

本报嘉兴11月20日讯 (特

派记者 张子森) 18日上午，浙
江嘉兴平湖乍浦港区嘉兴发电

厂工人范师傅在海下作业时，所

处的钢管受海水挤压变形，最窄
处仅3厘米。截至20日记者发稿
时，范师傅已经被困海下至少60

小时。按照目前救援进展程度，

20日夜间救援成功的可能性很

小。

被困水下18米处

嘉兴市平湖乍浦港区嘉兴

发电厂办公室主任王时平介绍，

18 日上午 8 点 50 分左右，该发

电厂40多岁的工人范师傅下到

钢管底部整理砖块和水泥。不料

钢管因承受不了海水压力，海平

面以下大约10米长的一段管壁

被压扁，最窄处的空隙只有3厘

米。

嘉兴发电厂内部的情况简

介图上显示，发生事故的是工地

一根长24米左右的钢管，钢管空

心部分直径约1米，壁厚度约6到

7厘米。钢管原为码头打桩用，其

中露出水面部位约6米，水下约

19米，并有约2米已经浇注水泥。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范

师傅所困位置距离海平面大约

18米。到记者发稿时，范师傅已
经被困水下至少60小时。而从

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看，20日

晚间将范师傅营救出来的可能

性不大。

营救方案确定

18日事发后，救援工作紧急

展开，有关方面调来设备，向钢

管中输送氧气，保持空气新鲜，

以防范师傅昏迷。

20日记者从嘉兴发电厂了解

到，在综合多位专家的意见后，营

救方案确认采用从钢管已浇水泥

部位实施海底整体切割，然后将

钢管连同其中的水泥用吊车整体

吊出水面，最终救出被困人员的

计划。

王时平介绍，到 20 日下午 6

点左右，海底整体切割进行并不
算顺利。“主要是海下淤泥太多，

作业难度大。”王时平表示，目前

根据潜水员估计的情况，切割作
业进行到了二分之一左右。

另据了解，为防止切割下来

的钢管在起吊中遭到海水撞击，

营救方决定在钢管上下两端固

定抱箍，然后在抱箍上焊接四根
23米长的工字钢。

最新营救情况显示，原定3

小时左右全部焊接完毕的工字
钢，在几小时内尚未完成第一根

的焊接。

250吨海吊船增援

考虑到营救过程中现有起吊

设备难以完成全部钢管的出水工

作，20日嘉兴发电厂紧急从宁波
象山租赁了一艘具备250吨起吊

能力的海吊船，并于上午11点到

达现场。

被困工人渴望光明

据记者了解，目前被困工人

范师傅身体状况良好。在之前的

两天时间里，营救人员通过挤压
地方的3厘米缝隙，向范师傅投

送了巧克力、香烟等，并有一根
专门的输氧管负责供氧。

据了解，范师傅的妻子也到

达了营救现场，给他提供精神支

持。可能是长期处于黑暗之中，

20日中午12点20分，范师傅提出

要一根蜡烛。但考虑到范师傅的

安全，在下午1点20分左右，营救

方给范师傅送了一个小型的手

电筒。

示意图/据《钱江晚报》
听声，听“生”。《嘉兴日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