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编军团
要闯“绿色”关口
——— 化解过剩产能行业分析·水泥篇

葡萄甜美，歌舞曼妙……
雪山皑皑，沙海茫茫……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西北，有一片占

陆地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广阔疆域———
这片从2000多年前就成为中国治下的土地
上，今天生活着47个民族的2260多万群众。

4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新疆
考察，对做好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跨
越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
结、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次到新
疆考察。总书记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
执行中央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大
政方针，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工作的
着眼点和着力点，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
为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实现新疆跨越式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
众共同团结奋斗，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
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

新疆未来”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
光……”

27日上午，从北京飞往新疆的专机

上，总书记在桌上铺开新疆地图，详细察
看新疆地理分布。飞机进入新疆境内，他
不时透过舷窗俯瞰这片辽阔神奇的土地，
绿洲点点，雪山连绵……

对新疆，总书记十分熟悉。早在上个
世纪80年代初，他就到过新疆，后来又多
次到过新疆。在浙江任主要领导期间，他
就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建设、推进浙江和新
疆两省区经济合作，同新疆同志多次交流
和探讨。2003年8月，他带领浙江党政代
表团在新疆考察8天，天山南北都留下了
足迹。

到中央工作后，他于2009年6月到新
疆考察5天，把身影留在了巴音郭楞、喀
什、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的
农村、企业、社区、学校。新疆的壮美山
川、灿烂文化、纯朴民风，深深刻在了他
的脑海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牵挂着新疆
这片土地，牵挂着新疆各族人民群众。
2013年6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
各族人民利益工作；9月，他出访中亚时
表示愿意扩大中国新疆同中亚国家经贸合
作规模；12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工
作。2014年2月，他第一时间就新疆和田
发生7 . 3级地震的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3月，全国政协会议看望政协少数
民族界委员时，他关切询问新疆籍少数民

族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
一年多来，他对新疆工作先后作出30

多次指示和批示……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号角，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国梦，需要更好发展新疆。

今天的新疆，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4
年来，天山南北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
和财政收入翻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
倍，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一系列新进展。与
此同时，新疆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
变化。

“这次来新疆，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
见和建议。”考察途中，总书记多次同新
疆各族干部群众坦诚交心。

4天的考察行程满满———
从南疆重镇喀什到首府乌鲁木齐，总

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一起深入乡村、企业、部队、学
校、派出所、清真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看望各族干部群众，慰问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兵团职工，带来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诚挚慰问。

从军区部队到村民院落，从兵团机关
到驻地宾馆，总书记召开了10个座谈会、
汇报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商新疆
改革发展稳定大计。

从提出新疆发展新定位，到对新疆工
作作出新部署，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明确提出做好新疆工作的一系列新要
求。

“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

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上”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国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
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
疆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多年来，
境内外“三股势力”不顾新疆各族人民福
祉，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策划组织实施暴
力恐怖活动，给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总书记指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
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
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
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上。这是做好当前新疆工作的总目标。

总书记惦记着新疆的稳定，惦记着日
夜坚守在反恐维稳第一线的同志们。

4月27日下午，总书记一到喀什就视
察了武警驻喀什部队和南疆军区，看望指
战员。 （下转第四版）

□ 本报特约评论员

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
任用条例》)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
持好干部标准，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充分体
现了干部工作理论认识、实践探索、制度建设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
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是着力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
部、培养造就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制度保证。深入学习宣传和
贯彻落实《干部任用条例》，是摆在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
门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各级党委(党
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
学习、大力宣传、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用以统一思想、规范工作、
解决问题。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亲自抓，切实增强政治纪律、组
织人事纪律观念，贯彻执行好《干部任用条例》，规范行使选人用人权。
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党委(党组)的部署具体抓好落实，坚持公道正派，
不折不扣按《干部任用条例》规定办事，为选准用好干部把好关。领导干
部要做带头遵守和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表率，组织人事干部要成为
精通和落实《干部任用条例》的行家里手，要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并自
觉运用《干部任用条例》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我们相信，只要各级党组织真正以《干部任用条例》作为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
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就一定会不断提高，就一定能够加快培养和造
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 任宇波

两天前，上海一高层住宅突发大火，第一时间接警赶到的消防
员钱凌云和刘杰，受气浪推力，从13楼坠落牺牲。在生死一瞬，伸手
去拉失去重心战友的场景有人目击，二人手拉手坠楼的影像得以留
存。五四前夕，这一画面将两位九零后的青春定格，他们在危难时
刻勇于担当，诠释了新时期的青春价值。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九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热血有为青年，
把个人理想与追求融入祖国与人民需要之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进程中，写就了无愧于祖国的青春华章。今天，两名年轻的消
防员，面对灾情，挺身而出、生死无惧，再度诠释了年轻一代的担
当精神。时代不同，但年轻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却能穿透历史，
传承延续，这不正是青春的力量和价值所在吗？

青年富有理想，社会才有进步；青年敢于担当，民族才有希
望。当今社会，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在压
力和困境面前，是安于现状还是勇于进取，面对社会责任与使命，
是消极避让还是勇挑重担，考验着年轻人的道德感知力和判断力，
也从不同方面呈现着他们对待青春的态度。

越是价值多元，越是压力重重，越需要年轻人坚守时代价值，
在勇于担当中绽放激情和梦想。让我们欣慰的是，新一代青年中，
像钱凌云、刘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守疆卫土、全心付出；有
的志愿服务、无私奉献；有的临危不惧、见义勇为。他们的志向不
同，选择不同，却用各自的奉献与作为，丈量着、拓展着青春的广
度和深度。我们相信，他们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为社会作出了
奉献的青春，必将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记忆。

用担当诠释青春价值

培养造就高素质

干部队伍的制度保证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
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向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勉励青年人到
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
彩的人生。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你们响应国家号召，怀着执着的理想，奔
赴条件艰苦的西部和边疆地区，扎根基层教书育人，十几年如一
日，写下了充满激情和奋斗的人生历程。你们的坚守、你们的事
迹，令人感动。

习近平指出，我在西部地区生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
识，那里的发展需要人才。多年来，一批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
年，像你们一样在西部地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
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
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
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2000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河北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
生毅然放弃多家用人单位的录用及继续深造的机会，带着户口选择
到万里之遥的新疆且末县中学任教。截至2013年，这所学校已有97名
毕业生在新疆、西藏、贵州、重庆、四川等地基层工作。虽然条件
艰苦，但十几年来没有一人退缩，全部扎根在西部大地，参与见证
了西部的改变和发展。他们的事迹经《光明日报》报道后引起广泛
关注。近日，这批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一个人的选择只有契合时代要求、
符合人民需要，才会有意义有价值。西部需要我们这样的普通劳动
者，我们愿像一棵棵红柳、一株株格桑花一样，扎根西部、坚韧不
拔、甘于吃苦、平实做人，为广袤的土地带去无尽的生命力。

给保定学院

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

习近平寄语青年
到基层和人民中

建功立业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刘江波

3 今日关注

山东电力直接交易

试点启动
直接交易电量仅占全省用电量

2%，相对于庞大的市场需求，不

足以触动电网利益……

“五一”我省旅游

入账187亿
假日三天，全省共接待游客

2552 . 7万人次，同比增长10 . 5%；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2 . 7%……

2 要闻

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 习近平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

□ 本 报 记 者 杨学莹
本报实习生 苏 浩

过剩，但赚钱

4月24日中午，山水集团济南党家
庄厂区门口，四五辆罐车等着装水泥，
这与2011年彻夜排队的景象今非昔比。

在我省水泥产能最集中的枣庄，3
月份，仍有水泥厂的主力生产线停产检
修。年后，主导企业中联上调价格10-
20元/吨，但卓创资讯分析师卢宁告诉
记者，实际成交价格并未涨上来。

山东的水泥价格多年来全国较低。
枣庄市建材工业办公室主任秦虹告诉记
者，目前枣庄吨水泥售价260-300元之
间，比邻近的国内水泥第一大省江苏还
低40-50元。2012年末到2013年上半年，
受房地产调控和基建放缓等影响，枣庄
水泥产能利用率不足70%。

全世界60%的水泥产在中国，而山
东曾是我国连续多年的水泥第一大省，
2009年至今才降到全国第三。2013年，
我省熟料产量8 8 9 6万吨，人均929公
斤，已超出工信部2010年《水泥行业准
入条件》“人均熟料产能900公斤省
份，停止核准新建生产线”的红线。
2013年，我省水泥产量1 . 62亿吨，去掉
1 . 1亿吨的省内需求，有5000万吨需要
出省，而举目四望，周边省份都已过
剩。

奇怪的是，过剩还赚钱。省建材工
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3年，山东水泥
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878亿元，利润80
亿元，效益在全国同行业最好。

省经信委原材料产业处副处长岳文
胜分析几大因素：省政府2008年以后对
新上水泥项目实行“等量置换”，总量
控制较好，目前全行业熟料产能利用率
80%，好于全国水平，过剩还不严重；
山东水泥技术、管理水平较高；山水、
中联两家大企业市场占有率60%，产业
集中度高，有利于市场稳定、保持利
润。

记者获悉，水泥行业不同于玻璃、
钢铁，水泥停窑损失不大；水泥又是短
半径产品，容易在区域内达成“限产保
价”的协同。“停而不赔”，让过剩表
现不那么明显。

这一轮淘汰谁？

从2003年至今，水泥至少经历了三

轮调控。但这一轮的过剩，化解无疑更
难：该淘汰的落后立窑都淘汰了，剩下
的都是先进工艺，淘汰谁？

“没有落后了，可以重新定义落
后。政府可以提高环保、能耗、产品质
量和安全生产标准，然后加强监管，一
视同仁。”山水集团党委书记陈学师建
议。

过去淘汰落后，政府往往以窑型、
设备大小论英雄，回头看看却值得反
思。淄博鲁中水泥有几座新型半干法建
通窑，是在立窑基础上，在代表国家履
行斯德哥尔摩国际公约过程中，用新技
术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提升，能效、排放
标准、产品质量并不差于旋窑，且正在
处理城市废弃物，但一直面临去留之
争。“是立窑不假，但并不落后，为何
要拆掉？”一位业内人士不解。

“淘汰3米以下磨机”也带来一定
副作用。“企业的磨机越换越大，熟料
就那么多。目前淄川区有29家粉磨站，
开机率不足50%。”淄川一位节能监察
人士告诉记者。

“这一轮化解过剩产能，国家和省
没有限制工艺、装备大小，而是倾向于
多用环保、能耗、产品质量标准等法律
手段，靠市场机制去解决问题。”岳文
胜告诉记者，“比如能耗不合格，可能
动用差别化电价甚至惩罚性电价，倒逼
落后产能退出市场。”

企业建议，政府也要把握好产业布
局。有的水泥企业过于靠近城市、或建
在生态保护区，该关停的应该关停。
“等量置换”还不够，应该“减量置
换”。

绿色责任

野蛮生长的时代，水泥企业灰头土
脸；但现在，能效、环保成了竞争利
器。

在临沂罗庄，沂州集团副总裁朱丙
玺仍然想找置换指标，上新生产线。他
的信心来自沂州能效和管理：“水泥生
产就是‘一烧两磨”，煤耗电耗占成本
的70%。 (下转第二版)

5 国际国内

乌乱局向南蔓延

敖德萨成“新战场”

冲突已造成4 6人死亡2 1 4人受

伤，东部激战继续……

16586 . 49

14908 . 47

13997 . 56

14271 . 41

14790 . 46

15218 . 79

15739 . 17

16200 . 0

236503 . 9

294790 . 6

382348 . 2

437560 . 3

549233 . 3

997777335566 .. 77

821593 . 7

800000 . 0

水泥产量(万吨)

利润(万元)

2006-2013年山东水泥产量及利润

数数据据：：杨杨学学莹莹 制制图图：：于于海海员员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