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

GDP增6 . 9%
收入增速重新跑赢GDP

新华社海南文昌４月１７日电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计划４月２０日至２４
日择机发射。目前，各系统已做好执行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
工作。

记者１７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与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等飞行产品自２月中旬陆续进入海南发射场
后，按照飞行任务测试发射流程，于４月１７日完成了总装测试等技术
区各项工作。

１７日７时３０分，承载着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天舟一号货运飞
船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平稳行驶约２．５小时
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在发射区开展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完成最终状态确认
后，火箭加注推进剂，计划４月２０日至２４日择机发射。

天舟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完成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突破和掌握推进剂在轨补
加等关键技术。天舟一号还搭载了非牛顿引力实验等１０余项应用载
荷，将在轨开展空间科学及技术实（ 试）验。垂直转运的顺利完成，
标志着天舟一号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阶段。

目前，空间应用、海南发射场、测控通信、空间站等系统，已做
好执行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４月２０日至２４日择机发射
将与天宫二号完成交会对接

□记者 徐永国 通讯员 王振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从中石化胜利油田获悉，从1993年的10万吨起

步，截至2017年4月16日，胜利油田累计从海底开采原油突破5000万
吨，这相当于高峰期大庆油田一年的产量。

目前胜利油田开发的海上油田位于渤海湾南岸，气象环境恶劣、
地质条件差，属于开采难度高的边际油田。当初国内没有浅海石油开
发的成功经验可借鉴，为开发海上油田，胜利油田海洋厂逐步配套形
成了从卫星平台-海底管线-中心平台到陆地联合站、注水从陆地联
合站-中心平台到卫星平台、电力从陆地变电所-海底电缆-中心平台
到卫星平台的“ 生产平台+陆岸终端”的半海半陆开发模式。

截至目前，胜利油田已经在海上建成各类海上平台109座，投产
开发井767口，日产油8800吨。他们先后安装海上视频与雷达监控系
统，实现中心平台对卫星平台及周围海域的辐射性监控，并在各中心
平台和输油管线安装泄漏定位系统，实现输油管线流量、压力的海陆
同步监控。平台所有油井都安装井下和井口安全阀及封隔器等保护装
置，实现自动开关井，避免发生溢油事故，实现了“ 油污不入海，废
气不上天”。“ 十二五”以来，胜利油田海上原油产量实现300万吨
历史跨越，桶油成本控制在34美元，累计盈利268亿元，特别是2016
年，在国际油价一度跌破20美元的情况下依然盈利7 . 2亿元。

胜利油田海上原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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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 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省政府党组关于
今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汇报，研究
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持会议，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龚正，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
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和省委常委
出席会议。有关省领导和省直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会上大家对我省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
讨论和深入分析，一致认为，今年以来，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
策部署，主动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发
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民生保障持续加强，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
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面对这样一
份成绩单，既要充分肯定、充满信心，也
要冷静思考、深入分析，清醒看到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结构性矛盾
比较突出。要强化忧患意识，增强底线思
维，保持稳定、持续发展。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 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要求，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

刘家义指出，要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实把“ 四个意识”
落实到具体工作和推动发展上，把中央关
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各级各部门要真

正担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真正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促
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深
化各项改革，牢牢抓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条主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增加
有效供给，释放有效需求。要着重在补短
板上下功夫，真正把“ 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落到实处，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刘家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
破除矛盾、化解难题。要贯彻落实中央确
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各类资金
投向，让财政资金真正发挥“ 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努
力做到“ 一企一策”，优化整合各类资
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时刻
保持高度警觉，全面摸查风险隐患，积极
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同时要主动发

声，加强正面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好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推进“ 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率先垂
范，以换届为契机，振作精神、提振士
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把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力以赴抓好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严格督促检查、跟踪
审计，对工作推进不力的、政策落实不到
位的要严肃问责。要健全完善考核激励和
容错纠错机制，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
环境，齐心协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

龚正就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业智慧化、
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等
工作讲了意见。

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工作

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目标定位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万京华

2016年10月17日，莱芜市明利特色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
长陈明利，带着无限的眷恋，匆匆走完
了50岁的生命历程。

就在去世10天前，病床上的陈明利
对妻子和女儿说：“ 你们把锅和菜拿
来。平时忙，顾不好家，我感觉不行
了，给你们娘俩做顿饭作为补偿吧。”
妻子和女儿泣不成声。

生命的最后时刻，陈明利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 我没有干够啊，再给我
5年，我一定能让咱合作社在全国叫得
更响。”

这就是陈明利，一个土生土长的农
把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所挚爱
的土地和蔬菜。

蔬菜的“ 父亲”———

“ 我就是要把蔬菜种好”

1966年，陈明利出生于莱城区高庄
街道曹家庄一个贫寒家庭。1983年，陈
明利仅上一年半初中就辍学回家，他为
此哭了一夜。

1985年，他开始尝试种植拱棚蔬
菜。没有技术和文化，他边种植边摸
索。为了观察蔬菜长势，他夜里上上响
铃，每隔两个小时就起来一次去测量。

一年春天，陈明利正在赶集，气温
骤升，他忍不住脱下毛衣，又猛然想到
了什么，急匆匆赶回菜地，三下五除二
将地膜撕掉。

“天这么热，人都受不了，菜能受得
了吗？它只是不会说话罢了。”陈明利说。

经过长期的实践，他摸准了蔬菜的

“ 脾气”，成为大棚蔬菜种植“ 土专
家”，每天写蔬菜日记也成了习惯。

“ 咱种菜是个事业，要种出个样
来。”陈明利最得意的是破了多项记录：

1988年，他在仅有的0 . 1亩左右的
承包地里，收获了1263元，在曹家庄及
周围村引起轰动；

1991年，他建起冬暖式温室大棚，
创下全市第一；

1993年，他种植的0 . 6亩大棚黄瓜卖
了1 . 8万元，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

2012年，他的大棚芹菜亩产值高达
14 . 4万元；

2013年，他获得山东规模种植状元
大赛冠军，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大王”。

他独创的“ 陈式种菜法”成为全省
大棚蔬菜种植规程。他设计的“ 阴阳大
棚”，土地利用率提高到80%多，收入

提高一倍以上。
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 菜痴”。他

成为莱芜市以农民身份获得农艺师职称
的第一人，在基地种植的蔬菜品种全年
达到56种。

“ 56种蔬菜就是我56个孩子。”他
常笑着对人说，“ 菜也和人一样，你好
好地待它，它就会好好地回报你。”

土地的“ 儿子”———

“我就是要让地里长出

‘ 金条’来”

2007年7月，《 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施行，让陈明利看到了希望。他费
尽口舌流转了本村30亩土地。11月，他
登记注册莱芜市第一家合作社。

为了更好地示范带动，2009年，合
作社新流转土地53亩，投资156万余元，
建设了6个高标准的蔬菜大棚，建成了高
标准示范基地，流转土地的农民成为合
作社的社员并优先安排在基地打工。

大棚刚建起时，社员们嘀咕：“ 花
这么多钱，啥时能回本？种金豆子还差
不多。”

“不用种金豆子，咱们合作社的地就
能长出‘金条’来。”陈明利很有信心，“我
和土地最亲，我是土地的‘儿子’。”

“ 金条”还真种成了。陈明利用-
2℃—6℃的低温“ 锻炼”60余天长成的
芹菜，香、脆、嫩，每公斤售价达到76
元，还供不应求。原来设想一个大棚的
芹菜能收入20万元，结果高达50万元，
成为合作社的“ 招牌菜”。

社员们服了。
农活不好计量考核，他发明了“鲤鱼

跳龙门”绩效考核制度，社员除了基本工
资、出勤奖、月奖金、 （ 下转第二版）

■本报评论

脱贫攻坚要有更多“真把式”
 要闻·2版

一辈子种菜的陈明利带动3000多农户走上致富路，独创“陈式种菜法”全省推广

菜地里“长出”大写的人

患病后，消瘦的陈明利仍坚持到合作社基地里观察蔬菜的长势。（ 资料片）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 记者从省住建

厅获悉，山东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打击囤
房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4月15
日开始，持续半年。

据了解，本次行动内容中的价格管控
为省级范围内首次。在强化商品房预售监
管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预售许可
时，必须一房一价申报；开发企业在取得
预售许可后，必须按照核准的一房一价，
面向社会公开销售，3个月内不得涨价，
违者不予网签；房地产主管部门按照年度
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幅进行审核，超出的不予核
准。

商品房预（ 销）售网签合同变更撤销
管理也将更加规范，凡不符合“ 改网签”
相关规定的，一律不得办理网签变更、撤
销手续。网签合同撤销后开发企业再次销
售该商品房时，对该房屋销售合同的价格
等条款进行严格把关，属违规撤销网签合
同进行期房转让的，不予网签。

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此举目的是限制期房转让，
目的主要是限制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此
外，囤房居奇、捂盘惜售等行为也是此次
违法违规行为打击的重点。

“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预售许可
证，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买房人收取定
金、预付款等费用。商品住宅项目具备

预售条件，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各种理由
和形式拖延上市、变相捂盘的，要严肃
查处。开发企业取得商品住宅项目预售
许可后，必须一次性将全部房源面向社
会公开发售，并不得通过商品住宅高价
装修、捆绑销售高价车位（ 车库）及储
藏室等 变 相 涨价的 途 径 躲 避价格 管
控。”该负责人表示。

此外，我省还将严肃查处不良开发企
业和中介机构纵容唆使销售人员通过互联
网自媒体等渠道，宣传房源不足、价格上
涨、信贷收紧等虚假信息，制造房地产市
场紧张气氛、误导购房群众恐慌性购房行
为。

据悉，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从严、从
重、从快惩处。专项行动还将打击存在囤
房炒房等违规行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
关负责人及职业经理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违法违规企业不仅将计入房地产行业信用
管理黑名单，上述人员将同时实行行业任
职限制。

据悉，专项行动共分三个阶段，其中
5月1日至9月30日为行动阶段，市县检查
组将进行实地检查，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在
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每月至少检查一次，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每月抽查比例不低于
30%。省住建厅将组织督查组，每月选取
部分县市进行督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企
业进行全省通报。

我省开展打击囤房炒房违法违规专项行动

取得预售许可后3个月内不得涨价
◆价格管控为省级范围内首次 ◆行动持续半年 ◆省住建厅每月选取部分县市督查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2017年，住建部把加快公租房竣工和分配入住作为重点，要求各地加
大工作力度，年内完成公租房新增分配200万套。

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公租房分配
工作纳入住房保障目标考核内容，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
书，目前已经全部落实到各地。

在谈到住房保障方式时，陆克华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公租房
保障方式，采取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的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积极推进公租房货币化。支持公租房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房，政
府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给予租赁补贴，进一步提高公租房保障效率。

在谈到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时，陆克华说，2011年住建部就明确了
公租房面向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
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绝大多数地方落实得比较好，但部分地
方对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门槛还比较高。这些地方要尽快降低
门槛，放宽准入条件，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截至2016年底，已有1126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城镇低保、低
收入家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2017年全国将新分配

公租房200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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