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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７月１３日电 在１３日举行的中共河
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上，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批评了少
数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他表示将坚决取消“决
战９０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工程建设必须尊重
科学规律。

“特别是在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上，要始终把质
量、效益、安全放在第一位。”张云川说。他结合自己在地方
考察时的感受说，一些工地树起“决战９０天”等标语旗帜，
建设人员也把“大干快上”放在嘴边。他认为，要真正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科学，工程该什么时候完工就什么
时候完工，不一定要提前完工，这跟抢险救灾不一样。

河北将取消

“决战９０天”等冒进标语口号

7月13日，达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涉嫌伪造
产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等在京召开情况介绍会。该公
司总经理潘庄秀华在会上承认曾与包括东莞长丰家具有
限公司在内的国内工厂合作过，但坚称该公司代理的所
有意大利品牌产品均在意大利生产，系原装进口；而其
代理的美国品牌产品则是全球采购，产地包括中国、越
南、菲律宾、印度、印尼等。

上图：一名自称购买了1000多万元达芬奇公司产品
的消费者在会上出示消费单据要求退货。 □新华社发

达芬奇家居坚称其代理的

意大利品牌产品系原装进口

据新华社消息 北京“长安街英菲尼迪车祸案”终审
宣判，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定。

2010年5月9日5时36分，被告人陈家酒后超速驾驶一
辆英菲尼迪牌轿车，违反交通信号管制，从后方直接撞上
前方等候的一辆菲亚特牌轿车，之后弃车逃逸。事故造成
菲亚特车主陈某及其6岁女儿死亡，陈某的妻子重伤。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20日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肇事司机陈家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6万余元。

北京“长安街英菲尼迪车祸案”

终审维持原判

连日来，公众翘首以盼的“三公经费”
公开终于有了新进展。

继国家文物局、中国工程院、审计署等
部委公布“三公经费”账单后，这两天又有
文化部、民政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跟
进。

其他尚未公布“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
进展如何？记者采访多个部门，发现各部门
对于何时公布的答复各不相同。

何时公布表态不一

全国妇联是给记者回复时唯一提供
“三公经费”账单的单位。而其他一些部门
大多是“模糊”表态，公布时间尚未明确。

国土资源部新闻宣传处负责人表示，
国土资源部肯定会公布“三公经费”，具体
时间没有确定，但可以肯定，绝不会是中央
部委中最后一个；交通运输部新闻处负责
人答复，财务司正在准备，最终会公布这个
数据，具体时间只能说是近期。

商务部、卫生部等部门要求记者发采
访函，报送有关领导或司局后答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院长陈志
勇教授指出，目前已公布“三公经费”的部
门仅占１０％，公开步伐有待加快。

他认为，多数中央部门的数据迟迟没
有亮相，反映出一些部委缺乏主动公开的
意识，有的部委可能持观望态度，担心经费
偏高引起公众质疑。

要公布还要让人看懂

“因公出国”花费，总数６１７万元，６９个
组团３６８人次。

“公车”经费，车辆购置支出１１５万元，
新购轿车２辆（每辆２５万元）、小型客车１辆

（每辆２７万元）、越野车１辆（每辆３８万元）；
实有公车２０６辆，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
５．４１万元。

“公务接待”经费，涉外接待支出１４０万
元，接待国外来访２４个团组１３９人次……

与此前公布的中央有关部门数据相
比，审计署此次披露的“三公”数据，让“公
开”二字显得更有价值。

与审计署相比，目前已经公布的一些
部门的“三公经费”数字，很难让公众判断
出这些消费是否合规合理，支出项目也没
有解释说明。

陈志勇教授查看了多个部门公布的
“三公经费”账单，有的部门即使公布了财
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但在科目名称中找不
到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因此无法看出“三
公经费”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预算账单如何才能让人看得懂？云南
省财政厅厅长陈秋生认为，“三公经费”公
开的关键，是所公布的科目要细化。我国预
算科目设“类、款、项、目”四个级别，此前公
布的预算报告多数公布到“类”和“款”，具
体的各种行政开支从中看不出来，应当公
开到“项”甚至“目”，并作出相应的解释说
明，让公众一目了然。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３日电）

仅10%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公开的关键，是所公布的科目要细化，这样才能让人看得懂

最早但也是最简略：科技部
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用财

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
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4018 . 72万元。只有这一句话。

最早公开决算数据：中国工程院
7月6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和

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成为第二个晒“三公经费”的
中央部门。其所公布的2010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据，
则是中央部门第一份曝光的“三公经费”决算数据。

最详尽也最易懂：审计署
7月11日，审计署公布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和201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简明的三行表格和千字左右的
说明，让普通人很容易就算出了以下数据：去年一年，审
计署因公出国花费617万元，平均每人次近1 . 68万元；车辆
运行费1114 . 65万元，平均每辆车5 . 41万元……

在已经公布的“三公”账本中，这是最详尽易懂的一份。

■晒“三公”之最

７月１３日，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站的Ｇ１１４次
列车，运行至常州北站突发故障，列车无法正常运
行。受故障影响，Ｇ１１４次列车晚点２小时３０分。

而这已经是京沪高铁开通13天来，在短短四天
时间内第三次出现故障。

“磨合期”屡出故障是否正常？

铁路专家认为，京沪高铁从2008年4月18日全
线开工，到2011年6月30日开通，历时仅3年多，而建
成的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达1318公里的高
速铁路，“速度之快在世界高铁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但工期缩短与建设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
因此得出京沪高铁‘先天不足’的结论。”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曾指出，“国外高铁
磨合期一般是两至三年，我国将这一时期压缩，一
般在一年内就能完成磨合。”

此前，铁道部透露，对京沪高铁运营维护、治安
防范和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影响等都采取了有针
对性的措施和预案，“运营安全拥有可靠保障”———
从最近的故障看来，上述结论下得“有点早”。

前期试验准备工作是否充分？

不过，相比国外高铁建成后，自然沉降两至三
年，然后再进行较长时间的试运行，京沪高铁的开
通步伐是快了点。

此前，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谈到京沪高铁的联
调联试和运行试验时曾用“最充分”来形容——— 自
去年11月15日开始联调联试，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方
法，共进行了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17大类600多
个子项6000余个参数的测试及设备调整优化。从今
年5月11日开始，京沪高铁全线以实际列车运行图为
基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包括运行图参数测试、
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等在内的运行试验，共开行试
验列车1500列以上，里程超过200万公里。

但联调联试和运行试验毕竟与“实战”不能划
等号。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认
为，从去年11月中旬至今年6月上旬，雷暴雨天气并
不频繁，有的话强度也没有7月10日山东境内雷暴
雨那么大，因此京沪高铁在正式运营时遇到意想不
到的突发情况，进而引发故障、造成大面积晚点，是
完全有可能的。 （本报综合）

四天仨故障 高铁伤不起？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