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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４月１
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网络发
票管理办法》规定，开具发票的单位
和个人不得利用网络发票进行转让、
虚开发票及其他违法活动。

《网络发票管理办法》对“网络
发票”的定义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统一标准并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及省、
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公布的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
发票。

４月１日起，税务机关将根据开具
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情况，核定
其在线开具网络发票的种类、行业类
别、开票限额等内容。同时，税务机
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
网络发票管理系统代开网络发票，税
务机关应当与受托代开发票的单位签
订协议，明确代开网络发票的种类、
对象、内容和相关责任等内容。

网络发票推行在即，再次引发人
们关于电商征税的讨论。税务专家指
出，网络发票即基于税务机关网络发
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本身只是开
具形式的变化，并非针对电商。电商
是否征税，什么时候征税，如何征
税，仍需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调研。

据新华社海口３月３１日电 目前
在不少超市的蔬菜销售区，一些豇
豆、白菜、大葱、芹菜等蔬菜经常用
绿色或者黄色的透明胶带捆绑固定，
消费者在购买后往往需要费很大力气
撕掉胶带。专家提醒，这些胶带中可
能残留有毒化学物质，食用前应清洗
干净胶带残留物。

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家超市发
现，蔬菜用胶带捆绑销售很常见，不少
消费者反映用胶带把蔬菜捆绑固定起
来很方便，不需要用袋子装，但当问起
胶带是否含有有毒物质时，大部分消
费者和超市工作人员表示不太清楚。

据海口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
介绍，非食品级胶带中，含有大量
苯、甲醛、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如果
胶带残留物没有清洗干净，进行高温
烹饪后会发生分解，如果长期摄入会
导致消化道粘膜损伤，还有可能诱发
哮喘，危害人体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
从中国地震局获悉，中国地震局将于
4月1日起正式提供自动地震速报服
务，中国地震台网将通过手机、网
站、微博、移动客户端等渠道向全社
会实时发布自动地震速报信息。

据介绍，地震速报是地震台网的
核心功能。在震后第一时间发布震中
位置、震级大小等地震参数，对于政
府和社会公众判断灾情、启动应急处
置，最大限度地减轻损失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地震局工作人员表示，长期
以来我国地震速报由人工操作完成。
自动地震速报是利用计算机自动处理
地震台网的实时监测数据，实现快速
地震定位和震级测定。自动地震速报
从处理到发布均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与传统人工速报相比具有明显的速度
优势，如国内地震一般2分钟之内便
可快速定位，而人工速报通常需要10
分钟左右。

据了解，中国地震台网将对大多
数国内中东部3级以上地震、西部(内
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和台湾省4
级以上地震，国外6级以上地震提供
比较可靠的自动速报结果。

“网络发票”
４月１日起施行

电商何时征税仍待讨论

通过手机、网站、微博等

中国地震局向公众
启用地震速报服务

蔬菜捆绑胶带
应提防有毒物质残留

上海安徽3人感染H7N9禽流感
全球首次发现 感染来源尚不清楚 国内外尚无针对此病毒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1日通
报，我国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近期，上海市2名患者李某、吴某分别因发热、咳嗽等症状到医院
就诊，被诊断为重症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发病早期均有流感
样症状，症状出现一周后发展为肺炎并呈进行性加重。2名患者均有
慢性基础性疾病史。李某发病前，其两个儿子也因相似症状到医院治
疗，大儿子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肺炎，目前已治愈出院；小儿子被诊断
为重症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安徽省滁州市患者韩某，女，35岁，3月
9日发病，目前病情危重，正在江苏南京积极救治。3例病例临床表现
均为早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进而发展为严重肺炎和
呼吸困难。

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相关病例的标本中分
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
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
断3名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未发现3例病例
之间有流行病学关联。截至目前，3例确诊患者的具体感染来源尚
不清楚。此外，3例病例的88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异常情况。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可
分为甲(A)、乙(B)、丙(C)三型。其中，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特征
可分为HxNx共135种亚型，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
既往仅在禽间发现，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

专家认为，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
具有较强的人传人能力。由于目前只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毒确诊病例，对该病毒及其所致疾病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专家正
在对该病毒的毒力和人际传播的能力作进一步判断。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答：此次人感染的H7N9流感病毒从病毒生物学上属于禽
源流感病毒，既往国际上所发现的人感染H7亚型的流感病毒
也多来自于禽类，但截至目前，3例确诊患者的具体感染来源
尚不清楚。

根据我国不明原因肺炎管理的有关规定，上海、安徽和
江苏(安徽的1例患者在江苏南京救治)的卫生部门对患者的所
有密切接触者都实施了医学观察。上海的1例确诊患者发病
前，其2名家庭成员也发生了重症肺炎，病因仍在调查和检测
中。该家庭的3例患者的发病是否存在关联，有待进一步调
查。除此以外，上海、安徽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
均未发现类似病例。

答：此次人感染的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
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
统。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上述病例时，及时开展了相关
实验室筛查，先后排除了感染季节性H1N1和H3N2流感、甲
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
冠状病毒的可能。在进一步检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于3月22日发现患者可能感染H7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到3株H7N9禽流感病毒。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法于3月31日向社会公布。

此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从何种

途径感染？有无密切接触者发病或死亡？

密切接触者是否受到医学观察？

上海的两例确诊患者均于3月上旬死

亡，为什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

月31日才公布疫情？

来源于人还是禽尚不清楚 月底才公布因实验室筛查

若感染者出现早期症状就及时就医

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治疗？

答：基因序列分析显示，该病毒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

流感病毒药物敏感。根据其他型别流感抗病毒治疗的经验，发

病后早期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可能是有效

的，但对人类新发现的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特异性治疗手

段仍需观察研究。

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苗。

如何预防H7N9禽流感？是否还有其

他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答：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勤洗手、室内勤
通风换气、注意营养、保持良好体质有利于预防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
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染他人。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
直接接触病死禽、畜。由于医务人员比普通公众接触患有感染
性疾病病人的机会更多，建议医务人员在诊治病人过程中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

特异性治疗手段仍需观察研究 特别注意避免直接接触病死禽、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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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山体滑坡事件

有的地方政府预算报告让人雾里看花，不是“说不清”，是“不想说清”

“其他支出”竟能占40%

花招一：“三公”藏头露尾，简版省略了什么

广州市41个政府部门近期在官方网站晒出了2013年的预算账本，
并较为罕见地公开了“三公”经费的情况，被不少人称之为“最有看头”
的预算公开。其中，广州市质监局更是出人意料地在预算费用之外，披
露了公务接待的人次、人均标准等。然而，这些内容仅在网站上停留了
一个晚上便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和其他部门统一格式的“简版”预
算：因公出国(境)经费236 . 5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232万元、公务用车运
险费1028 . 95万元、公务接待费280 . 37万元。

花招二：上百万的“课题调研费”虚头巴脑

记者调查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几乎每年都有上百万元
的“课题调研费”、数十万元的“重要文件起草费”，这些本该出现在行政
运行等支出上的经费，摇身一变都成为了“虚头巴脑”的项目支出，叫人
看不明白。此外，培训费、管理费、服务费等日常行政经费作为项目支
出，更是比比皆是。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认为，按世界通行标准，项目支出属于临时性支
出，用于应对可预见的突发事项，大多远远低于基本支出。但在国内一
些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项目控制预算的空间很大，这意味着“灵活要钱、
灵活花钱”变得更加容易。有些部门的项目支出甚至超过基本支出。

花招三：“其他支出”是“其他”了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
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40%左右。某市
2011年一般预算支出中，按功能分类，“其他支出”达146亿元，占总支出
的11 . 6%，仅次于教育支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蔡立辉认为，“其他支出”
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奖金补助、吃喝招待等超标费用都可罗列其中，
自然让一些地方政府“爱不释手”。而现行的预算法规定，年度中财政资
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更是加剧了“乱花钱”的风险。

■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要求把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

制。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预算报告中，“说不清道不明”之处，不仅让人雾里看花，更暗藏

“花钱花招”。

近年来，公众对预算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地方政府
部门应要求进行了预算公开。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的预算公
开主要是看政府部门的意愿，很多部门公开的预算账本过于
“粗线条”，账目格式更是五花八门。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说，从全国来
看，广州的预算公开步子迈得较快。与以往相比，今年公开的
内容更加细化、更加规范了。“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顶层
设计，没有强制性要求，所以公开的‘火候’全靠各部门自己
把握。”

“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到，这是当前政府预算审批的难
点。”蔡立辉分析，一些地方政府预算审批不严格，流于形
式，一是预算报告过于粗略，且缺乏比较详细的说明资料，人
大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审查；二是预算审查的专业性、技术性、
政策性比较强，但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缺少这方面的专门机构
和专业人员；三是财政超收部分往往由政府自行支配，使得预
算审查、预算约束形同虚设。

项目支出暗藏猫腻、预算外资金缺乏监管是当前预算审批的
两大漏洞。高抒教授认为，在一些部门的预算报告中，项目支出金
额巨大且缺乏具体明细，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暗藏“三公经费”，
这些项目支出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清楚”。

“预算法修正案今年将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三次审
议，目前预算公开怎样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要求还不明
确，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细化。”陈舒说。

(综合新华社电)

——— —— —— ■深读——— —— ——

公开的“火候”岂能靠部门自己把握

怎样公开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细化

发现17具遇难者遗体
参与救援的机械、人力、物力规模空前

3月31日，搜救人员带着搜救犬在灾害事发现场
搜救被埋人员。

┬经过60多个小时的艰难奋战，截至3月31日21时
15分，救援人员在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山体
滑坡现场共挖掘及发现17具遇难者遗体。

┬在此次发现遇难者遗体附近的两处地点，救援人
员还陆续挖掘出帐篷、衣服、菜刀等物品。有关人员据
此判断这两处地点可能是集中掩埋点。

┬参与救援的专家、甘肃省应急抢险救援专家组成
员李跃林认为，此次山体滑坡灾害的土石方量大、救援
难度大。此次发生特大地质灾害滑坡的土石方量约200
万方，长度超过3公里，土石方堆积厚度和深度达20米
到50米不等，现场令人震撼。参与抢险救援的机械、人
力、物力规模空前，这充分说明此次发生的特大地质灾
害救援难度极大。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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