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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李明 郭奉春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挂

牌督办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经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终结，今天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被
告人陈文辉、郑金峰、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
聪、陈福地等人交叉结伙，通过网络购买学生信息和公
民购房信息，分别在海南省海口市、江西省新余市等
地，冒充教育局、财政局、房产局工作人员，以发放贫
困学生助学金、购房补贴为名，以高考学生为主要诈骗
对象，拨打电话，骗取他人钱款，金额共计人民币56万
余元，通话次数共计2 . 3万余次，并造成临沂市高考录取
新生徐玉玉死亡。2016年6月至8月，被告人陈文辉通过
腾讯QQ、支付宝等工具，从杜天禹（另案处理）处购买
非法获取的山东省高考学生信息10万余条，并使用上述
信息实施电信诈骗活动。

该案涉案人员多，作案地域广，侦查难度大，临沂市检
察机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导下，提前
介入侦查，依法引导取证，确保案件顺利办理。本案由临沂
市公安局罗庄分局侦查终结，于2017年2月28日移送临沂市
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罗庄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告知被
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
代理人，并于2017年3月2日报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临沂市人民检察院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其间延长审查起诉
期限一次。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

被提起公诉6 . 9%，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超出市场预期

经济开局季展现新气质

6 . 9%———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
超出市场预期。4月17日，中国经济一季
度数据新鲜出炉。从首季经济数据来看，
中国经济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延续了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在良好开局中
展现“新气质”。

三大力量支撑中国经济

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6 . 7%，到第四季
度的6 . 8%，再到今年一季度的6 . 9%，中国
经济勾勒出一条平稳向上的运行曲线。

一季度6 . 9%的经济增速背后，三大
“关键力量”撑起中国经济大局：

工业支撑力提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扎实推进，市场供求关系改善，工业
生产加快。一季度，第二产业对GDP增
长贡献率达36 . 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 . 1个百分点。

消费基础性作用增强。随着居民消费
升级步伐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
消费早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
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77 . 2%，比上年同期加快2 . 2个百分点。

出口贡献由负转正。今年一季度，我
国外贸发展势头强劲，进出口总值增长
21 . 8%。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贡献达到4 . 2%，实现由负转正。

“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主要指标好于
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为完成全年发展
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新气质”有哪些

一个集装箱7万多个杯子，出口利润
只有一两千元人民币……面对几年前中
国陶瓷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山东淄博
华光陶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不断创新，
目前已拥有上百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产品
外观专利。

“以前出口几十件产品的利润，还不
如现在出口一件。”董事长苏同强说，去
年企业销售收入增长30%，今年一季度继
续保持30%的增速。”

和华光陶瓷一样，千千万万微观经济
体，在不断自我革新中谋求出路。这些力
量，推动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呈
现质量更优、效益更好的“新气质”。

“稳”：经济运行稳定性不断增强。
一季度，中国经济不仅保持中高速，更

在就业、收入、物价等方面呈现稳健气质。

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同比多增16
万人，3月末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
于5%；时隔一年后，一季度城乡居民收入
增幅再度“跑赢”GDP增速；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 . 4%，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产能和库存下降引导市场预期改善，

降成本增强企业信心，补短板拉动有效投
资，去杠杆路径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不断深化，带动经济运行产生一系列
积极变化。

“创”：市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持续优化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向好的经

济预期下，市场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一
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125 . 5万户。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7 . 7 % ，制造业投资增长
5 . 8%，分别比去年全年加快4 . 5个百分点
和1 . 6个百分点。

开局良好仍要保持清醒

今年一季度，潍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
500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率先
在国内发动机行业内实现V型反转。除了
市场需求的回暖，持续的研发创新是推动
企业向好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样的转型升级同
样至关重要。在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条
件下，仍要保持清醒，充分估计困难和挑
战，不可盲目乐观。

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错
综复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说：“我们敞怀感受和煦春风的同时，也
要提防未来可能的疾风骤雨。全球经济缓
慢复苏的迷雾中，似乎还潜伏着不少‘黑
天鹅’。”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
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区经济走势分
化，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面对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关
键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决心通过改革破
解发展难题。

今年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上涨7 . 6%，自去年9
月份由负转正以来连续第7个月正增长。
但PPI同比涨幅比2月份回落0 . 2个百分
点，PPI涨幅中翘尾因素占比较大，钢铁
等上中游行业成为主要推动力。多位专家
分析，PPI和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仍属
于恢复性增长，企稳向好的可持续性有待
观察。

“当前经济维持了稳中向好势头，
为推进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宏观经济
政策的重心应继续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上，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夯实
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立群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被告人陈文辉等七人

交叉结伙，以高考学生为主要诈骗对象，骗取钱款

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通话次数共计2 . 3万余次，

并造成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死亡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 随着济南市拆违拆临的展开和推

进，腾出的地块怎么利用成了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今天，济
南市规划局公布了拆违拆临地块后续利用工作规则，要求有
规划的优先按规划实施，暂时无法按规划用途实施的，责任
主体应按照“以建绿为原则、不建绿为特例”的原则，确定
规划实施前的暂时用途。

规则明确，占用现状山体、绿地、道路、河道，现状农
林、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及现状居住小区或单位权属用地内
部公共空间的，应恢复原有用途；规划为绿地、广场、道
路、河道、交通场站、市政公用设施、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
的，应优先按规划实施。

对拆后地块暂时无法按规划用途实施的，规定责任主体
应按照“以建绿为原则、不建绿为特例”的原则，确定规划
实施前的暂时用途。其中，针对规划为山体公园、大型城市
绿地或广场的；规划为道路、河道、交通场站、市政公用设
施、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临路、沿河的空闲地等情形
的，在按规划实施前应作为暂时绿地。

据了解，“拆违拆临、建绿透绿”是济南市今年重点
工作之一，全市建成区内凡是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规划许可证规定建
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临时建筑物以及各类违法违规户外
广告，均属拆违拆临范围。截至目前，第一期288处违法
违章建设拆除完毕；第二期8855处拆除计划台账已公布，
各区正在落实拆除工作。济南市规划局在调查摸底拆违拆
临情况后，已提出适宜绿化的67个地块清单，提供给相关
部门和区政府。

拆违拆临腾出地块如何利用

济南出台实施细则

楼市调控效果可能４月以后陆续显现
综合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７日电 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１７日表示，新一轮
房地产调控措施３月１７日以来陆续出台，
对房价和其他房地产相关指标的影响，有
可能在４月份以后陆续显现。

今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９．１％，比１月至２月份加快０．２个百分
点，比去年全年加快２．２个百分点。对
此，毛盛勇说，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
房地产投资有周期性，企业对房地产投资

有一定的滞后性。从一季度看，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１９．５％，尽管在去年
的高位上有所回落，但速度仍然不低，企
业仍有投资动力。二是从到位资金来看，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
长１１．５％，增速较好。

毛盛勇表示，下一阶段房地产成交面
积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将影响
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一些热点城市有计
划地加大了土地供应，有利于推动房地产

投资的增加。他认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
一步还有待继续观察。

此外，国土资源部17日发布的2017年
一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显示，
一季度，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
体水平持续温和上行，住宅地价环比增速
放缓、同比增速上升，主要城市住宅地价
总体仍属较快增长。

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负责人赵松
说，总体而言，一季度20个热点城市中，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苏州、杭州、
合肥、厦门、郑州、武汉、无锡、福州、
成都、南昌、青岛15个城市住宅地价环比
增速有所回落。

与此同时，一季度，全国105个主要
监测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同比增加，占建设
用地供应比例升至近两年最高，一线城市
增幅超过50%，有利于保持市场稳定，合
理引导预期。

从各类城市情况来看，住宅用地供应
量一二线城市同比增加明显，一线城市增
幅超过50%，三线城市微幅下降。从20个
热点城市土地供应来看，住宅用地供应同
比也出现大幅上涨，涨幅超过30%。

到2025年，我省将总结提升1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隐形冠军，无需再低调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有一类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
定细分产品市场，在各自所在的市场领域占
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却又很少为外界关注。
由此，他们被赋予了一个略显神秘的名字：
隐形冠军（也称“单项冠军”）。

实践证明，制造业由大到强，隐形冠军
起着中流砥柱作用。记者从省经信委获悉，
《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已于日前正式发布。《方
案》提出，到2025年，我省将总结提升10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制造升级，隐形冠军是基石

去年底，一则对我省滨州、潍坊、德州
等多地近20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的调研，
拉开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培育制造业单项
冠军的序幕。省经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吴炎
介绍，今年1月工信部公布的首批制造业单
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名单中，山东入围
企业户数居全国首位。

以青岛科海生物有限公司为例，其主
营产品衣康酸及其衍生物在国际市场的占
有率高达66%——— 名副其实的遥遥领先。

德国是全球隐形冠军数量最多的国

家，该国管理思想家赫尔曼·西蒙研究发
现，让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雄踞全球年
度出口之冠的主要力量，正是一大批有“隐
形冠军”之称的中小企业。

对于科海生物这样的隐形冠军，普通
人却很少听说，这是因为其产品大多为中
间品而非终端消费品，再者，也有些企业
刻意保持低调。

现在不是让这些企业低调的时候了。
“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隐形冠军是基
石。”吴炎提到，培育提升相关企业，走
“专特优精”发展道路，有利于扭转转型
升级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企业的错误认知。

“边做家电，边做地产。热衷在不同领
域、行业‘全面开花’的企业太多。”省经
信委产业政策处调研员郑志鹄指出，如今不
少企业把转型当成了转行，这使得粗制滥
造、价格战很常见，也有本来不错的企业衰
败在盲目追逐风口的路上。

要把“制造”排在首位

整体不错，使用中却难以避免这样那样
的小毛病，这是中国汽车制造当前面临的状
况。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工艺没能实现突
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山东有家
企业看到了其中的潜力，选择了“轮毂控制

单元”这一缝隙市场，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
攻关。但大多数企业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想
法是“买买买”。

对应两种方式，在市场上都能找到经
营不错的企业，并且支持“买买买”的企
业也不少。根据《方案》提出的“企业拥
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
关业务领域技术标准”，只有前者才有资
格成为“隐形冠军”。这样的标准是否过
于严苛了？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吴
炎说，成就隐形冠军，确实需要有把“制
造”排在首位，尤其是排在“购买”前的
精神。

目前，推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已成为
我省不少企业的共识，作为隐形冠军的山东
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也不例外。有了数控
加工中心之后，这家企业由过去“一人开一
台机器”变为“一人管理一个车间”，并且
不同设备间通过数字连接和分工序质量检
测，很好地解决了后续环节浪费的问题。但
很多人或许想不到，上述设备是企业自己从
旧设备中改出来的，耗资百万元左右，若直
接购买，成本至少在五六百万元。

“不仅是省钱。”郑志鹄指出，这还解
决了引进的通用技术或设备因脱离自身基础
“水土不服”的问题。

“冠军”也需扶一程

普通人听说的不多，但实际上，隐形冠军
在相应行业领域早已如雷贯耳。领先背后，这
类企业所承受的挑战和压力也非一般。

郑志鹄介绍，我省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在
参加国外的招标会时，就遭到了国外企业的
全面封杀。

除了那些已经成为隐形冠军的企业，还
有一批有着成为隐形冠军潜力的企业，他们
面临的困惑更多。比如，相当一部分这类企业
因为是中小企业，知名度低、资金力量薄弱，
在这种条件下一门心思搞研发更不是易事。

威海市文登区聚集了一批诸如威力工
具、文登电机等隐形冠军企业。吴炎指出，
这是因为当地政府营造的环境不错，有了好
的软环境：扎实干一项也能挣大钱，越来越
多企业受到这种氛围感染，走上了成为隐形
冠军的道路。这对全省许多地方是个借鉴。

根据《方案》，我省将从以下方面对隐
形冠军提供保障措施：加强政策支持，在相
关企业申报省级有关技术创新项目，以及申
报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方面
予以优先支持；强化组织领导，鼓励地方对
相关企业给予政策支持，鼓励行业协会提供
培育提升诊断咨询服务等。

“紫菜是塑料做的”“紫菜嚼不烂别吃了”……今年年
初刷爆朋友圈的“塑料紫菜”视频，引发一轮“塑料紫菜”
风波。近年来，“舌尖上的谣言”千变万化、耸人听闻，造
谣者乐此不疲，消费者却如入迷阵。专家指出，粉碎“舌尖
上的谣言”，需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诸如“２０１６年朋友圈热门谣
言，２０１７年不要再传了”的辟谣文章也有较高关注度，但与
此同时，一些旧谣言改头换面后重新传播，动辄“１０万＋”
“刷爆朋友圈”，仍然引起很多人的焦虑。

为何一些谣言“屡辟屡传”？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
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辟谣主体公信力不高、专家声音缺失，
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一些民众科学素养不高，更容易接受负面
信息。此外，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对造谣传谣乐此不疲，也
导致谣言“屡辟不止”。

低成本造谣、高成本辟谣，是谣言传播的特点。专家指出，
网上谣言不过几句话、一张图、一段视频，但一旦传播开来则
呈现“病毒式”“裂变式”趋势，一方面对行业带来巨大损失，另
一方面也对老百姓正常生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甚至给社
会带来恐慌情绪。比如“面条洗出胶不能吃”等谣言的传播，势
必冲击面条生产企业，而“塑料紫菜”谣言则会伤及菜农的元
气，同时给相关替代产品生产者带来利益。

专家指出，食品安全谣言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快捷、广
泛，造谣者善于利用受众心理造势、借势，导致食品谣言不
断翻新。与此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从微信文章到短视
频，谣言传播渠道和方式也在不断更新。

专家呼吁公众警惕朋友圈中的不实消息，关注权威机构
的信息发布，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
究所副所长苏婧指出，公众在面对食品信息时，应多想、多
听、多看、多问，学会利用官方公布的信息查询渠道求证，
避免为谣言所伤。

“加大打击谣言的威慑力，用足够的速度和精准度去辟
谣，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说。

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总
局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部门、
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五位一
体”击碎谣言，共同织密甄别、抵制谣言的免疫网。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战略研究部主任李忠指出，
制造、传播谣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对造谣传谣
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谣言对象造成的损失不相匹配。专家指
出，在法律层面上，要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传播者的处
罚、追责力度，对造谣情节严重的，要坚决打击，追究其刑
事责任，起到震慑作用，使食品谣言无处遁形。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７日电）

“舌尖谣言”缘何屡辟屡传
低成本造谣高成本辟谣现状急需改变

ＧＤＰ：增长６．９％

“三驾马车”

一季度 二季度

7 .0％ 7 .0％
6 .9％

6 .8％
6 .7％ 6 .7％ 6 .7％

6 .9％

6 .8％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7 . 5%

7 . 0%

6 . 5%

城镇就业：规模扩大 物价：ＣＰＩ温和上涨

一季度，城镇新

增就业规模继续扩

大，达到３３４万

人

３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

上涨０．９％，涨幅连续两

个月低于１％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ＣＰＩ同比上

涨２．０％，与前两个月大体相当，保持

平稳态势
比去年同期多增了１６万人

固定资产投资

稳中有升

消费

对经济增长贡献７７．２％

外贸

出口贡献由负转正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９．２％，增

速比上年全年加快１．１个

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

７．７％，从去年９月至今

呈现回升态势

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达到７７．２％，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２．２个

百分点，消费的基础性作

用进一步增强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
总值增长２１．８％。扣除
价格因素，货物和服务
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由负转正，从去

年同期的-１１．５％转为

４．２％

财政收入：增长１４．１％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ＧＤＰ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达到１４．１％。不过，一季度财政收入

增长受短期增收因素影响较大，后期特

别是二季度增幅可能会明显回落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１８４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７．０％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 . 9%

资料：据新华社 制图：巩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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