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今日关注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梁旭日 蒋兴坤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以下简称《计划》），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
我国人群营养健康现状和需求，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民营养工作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施策略和重大行动。

《计划》指出，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健康的重要物
质基础，国民营养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以普及营养健康知识、优化营养健康服务、完善营养健康制
度、建设营养健康环境、发展营养健康产业为重点，关注国民生命全
周期、健康全过程的营养健康，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
营养健康水平。

《计划》提出，要坚持政府引导、科学发展、创新融合、共建共
享的原则，立足现状、着眼长远，到2030年，营养法规标准体系更加
健全，营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在降低人群贫血率、5岁以下儿童生
长迟缓率、控制学生超重肥胖率、提高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等具
体指标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和改善。

《计划》部署了七项实施策略保障工作目标实现。一是完善营
养法规政策标准体系，推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提高标准制定和
修订能力。二是加强营养能力建设，包括提升营养科研能力和注重
营养人才培养。三是强化营养和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估，定期开展人
群营养状况监测，强化碘营养监测与碘缺乏病防治。四是发展食物
营养健康产业，加快营养化转型。五是大力发展传统食养服务，充
分发挥我国传统食养在现代营养学中的作用，引导养成符合我国不
同地区饮食特点的食养习惯。六是加强营养健康基础数据共享利
用，开展信息惠民服务。七是普及营养健康知识，推动营养健康科
普宣教活动常态化。

《计划》提出六项重大行动提高人群营养健康水平。一是生命
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提高孕产妇、婴幼儿的营养健康水平。
二是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包括指导学生营养就餐，超重、肥胖干预
等内容。三是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采取多种措施满足老年人群
营养改善需求，促进“健康老龄化”。四是临床营养行动，加强患
者营养诊断和治疗，提高病人营养状况。五是贫困地区营养干预行
动，采取干预、防控、指导等措施切实改善贫困地区人群营养现
状。六是吃动平衡行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运动人群营养支
持能力和效果。

《计划》强调，要从强化组织领导、保障经费投入、广泛宣
传动员、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保障工作实施和目标实现。地方各
级政府要将国民营养计划实施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评，确保取得
实效。

国民营养列计划
实施学生营养改善等六大行动

提高营养健康水平

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同比增长１９．６％

哪些因素支撑外贸高速增长

同比增长１９．６％———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我国外贸发展交出靓丽“成绩单”。这
个数字不仅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进出
口回稳向好态势，也创下了２０１１年下半
年以来的半年度同比最高增速。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13 . 14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6年同期增长19 . 6%。其中，出口
7 . 21万亿元，增长15%；进口5 . 93万亿
元，增长25 . 7%；贸易顺差1 . 28万亿
元，收窄17 . 7%。

业内专家认为，上半年外贸高速成
长，与五大因素密不可分。

外部需求回暖带动出口数量增加。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温和复苏，
带动出口数量增加，对出口总值的增长
贡献显著。”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
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认为，上半年以来
世界经济增长回稳向暖态势明显，国际
市场需求趋旺，助推我国出口数量增加
８．９％。

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带动进口量持续
增加。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继续稳中
向好，６月份我国制造业ＰＭＩ为５１．７，
连续１１个月在景气区间。国内经济稳中
向好刺激进口需求增加，上半年我国进
口数量总体增加１１．６％。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助推进出口增
长。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上半年
我国铁矿砂进口均价上涨５５％，原油上
涨４７．９％，铜上涨２９．５％，煤炭上涨
８６．３％，带动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上涨
１２．７％。与此同时，进口价格上涨通过
国内生产传导到出口环节，推动出口价
格上涨５．６％。

外贸稳增长政策措施效应持续显
现。“上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市场开放和贸易
促进力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外贸带来
多项利好。”刘英奎表示，各项外贸
稳增长政策措施效应持续显现，对上
半年外贸进出口回稳向好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

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去年上半年
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发展的“低点”，
进出口总值仅为１０．９９万亿元，为
２０１１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值，较低的基
数相对“抬高”了今年上半年的同比
增长速度。

亮眼的增速之外，我国外贸结构和
质量效益也出现可喜变化。

观察上半年外贸数据可以发现，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占 我 国 外 贸 总值的
５６．７％，较去年同期再提升０．４个百分
点，贸易方式更加合理。与此同时，进
出口市场更趋多元，除欧美日等传统市
场外，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孟加
拉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幅显
著，潜力巨大。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形成了一批外贸新优势产品。”刘英
奎表示，上半年，我国部分高附加值
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保持良
好态势，如汽车出口增长３２．５％，船
舶增长２５．１％，电动机及发动机增长
６．５％，医疗仪器及器械增长１２．７％，
无人机增长９３．４％，竞争力持续增
强。

展望下半年外贸形势，黄颂平认
为，“我国外贸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在不发生大的风险情况
下，经过持续努力，我国外贸进出口
有望延续回稳向好的势头。外贸结构
持续优化，下半年进出口仍会保持正
增长。”

（综合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３日电）

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商务部13
日对外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1 5 0 5 3 家 ， 同 比 增 长
1 2 . 3%，吸收外资规模基本稳定，结构
不断优化，继续呈现向高端产业集聚的
态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1月至6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5 . 4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0 . 1%。6月当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894家，同比增长
14 . 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4 . 5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2 . 3%。

他说，全国吸收外资呈现3个主要特
点：一是吸收外资保持稳定，制造业吸
收外资实现增长；二是高技术产业吸收
外资增长态势良好；三是主要投资来源

地中，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等投
资增长显著。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
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对外投资得
到有效遏制，涉及房地产、酒店等领域的
对外投资大幅下滑。

1月至6月，我国房地产业对外投资同
比下降82 . 1%，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同比下降
82 . 5%，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1%。

与之对应的是，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分
别占同期投资总额 2 8 . 3 % 、 1 8 . 3 % 、
12 . 7%和11 . 4%，对外投资结构得到进一
步优化。

吸收外资规模基本稳定
房地产、酒店等领域对外投资大幅下滑

山东出台办法防治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

情形有八种 查处零容忍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为进一步做好省直机关事业单位
“吃空饷”问题防治工作，建立防治
“吃空饷”长效机制，7月12日，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编
办、省财政厅四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预防和治理“吃空
饷”问题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在省直机关事业单
位（以下简称“省直单位”）挂名并
未实际到岗上班，但从省直单位领取
工资、津贴补贴等八种情形属于“吃
空饷”，对查实“吃空饷”的人员和
单位，要追缴违规侵占资金上缴省级
国库。在集中治理活动中隐瞒事实，
不纠正、不处理、不上报存在的“吃
空饷”问题以及集中治理活动结束后
发生新的“吃空饷”问题的，对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严肃
追责。

八种情形属于“吃空饷”

《办法》明确了省直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吃空饷”的八种情形，分别是：

在省直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
班，但从省直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
的；

因请假、因公外出、离岗创业期满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或旷工等原因，按
规定单位应当与其终止人事关系，但仍
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已与省直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
理离退休手续，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
资、津贴补贴的；

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
踪，仍由他人继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罚
等，按规定应当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
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资、津贴
补贴的；

省直单位隐瞒事实、虚报人员编制
或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的；

病假期间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相应待
遇，以及提供虚假、伪造医疗机构证明
材料领取病假待遇的；

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
的。

《办法》强调，严格执行公务员登
记制度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名统计制
度，严格落实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同

时，完善病假事假等请销假制度，工作
人员因病、因事请假须明确请假期限，
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并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报批、备案。其中，请病假时间半
年及以上的，一般应当出具三级甲等以
上医疗机构证明材料。对无故旷工、逾
期不归等违反规定的行为，要及时依法
依规处理。

《办法》还要求，建立公示制度，
在单位内部定期对机构编制、人员在
岗、工资发放、人员交流等情况进行公
示，对经批准兼职和因各种原因不在岗
人员要列明事由和期限。健全监督举报
制度，强化内部监督，畅通群众举报通
道，对举报线索须及时核查处理，并向
实名举报人反馈结果。

加强离岗、兼职等人员监管

《办法》强调，省直单位应当严格
离岗、兼职等人员管理，单列管理台
帐，强化监督考核，把各类离岗和兼职
人员作为重点群体加强监管。

严格人员借调程序。一般不得以日
常工作为由借调人员，因完成专项工作
或者重点任务确需借调工作人员，须经
借出、借入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并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程序，明确借调
期限。借调期满后继续借用的，须重新
履行审批手续。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非

组织借调行为。
工作人员离岗进修培训、挂职锻

炼、到企业挂职或参与项目合作等，应
当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并按有
关规定抓好日常管理。派出单位应当承
担监管职责，主动加强与接收单位联
系，定期了解离岗人员学习或挂职工作
情况，并记录在案。

对按照中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有关文
件要求离岗创业的高校、科研院所等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建立健
全管理服务机制，订立离岗协议，明
确监管机构和人员，压实监督责任，
通过完善聘用合同管理、强化考核等
办法，加强规范管理，严格落实相关
制度；经单位同意在外单位兼职或者
在职创 办 企 业 的 ， 应 当 约 定兼职期
限，明确权利和义务，并严格考核，
保证其切实履行本单位岗位职责、完
成本职工作。

同时，加强对医师多点执业的监督
管理。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与医师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聘用（劳动）
合同，明确人事（劳动）关系和权利
义务，严格医师岗位管理，合理确定
其岗位职责、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完
善考核、奖惩、竞聘上岗等具体管理
办法，保证执业医师保质保量完成工
作任务。

发生“吃空饷”

酌减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办法》指出，省直单位对“吃空
饷”问题应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纠正违规行为。对
省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转办交办的投诉
举报事项或巡查发现问题，省直单位应
当在1个月内作出处理并报告结果，问题
复杂的可以酌情延长办理时间，但延期
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

《办法》明确，对查实“吃空饷”
的人员和单位，要追缴违规侵占资金上
缴省级国库，并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处
理：对各种理由挂名不在岗的，应当及
时清退；对依法依规应终止人事关系
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规范程序办理
相关手续；对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终止
人事关系、死亡、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或失踪等的，应当按规定时间及时核销
工资关系；对按照相关政策应当停发或
降低工资水平的，应当自规定时间起停
发或按新标准执行；对单位“吃空饷”
套取财政资金的，应当按照规定核减相
应编制和预算，收回空余编制；事业单
位发生“吃空饷”问题的，酌情核减单
位绩效工资总量。

《办法》强调，省直单位要将预
防、治理“吃空饷”问题纳入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范畴，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
任人，承担领导责任，要将防治“吃空
饷”情况纳入年度述职述廉报告内容。
单位领导班子是集体责任人，要将防治
“吃空饷”纳入党委（党组）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要点，建立有效防范机制。

省直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
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
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作出组织处理
或者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违法犯罪
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集中治理
活动中隐瞒事实，不纠正、不处理、不
上报存在的“吃空饷”问题以及集中治
理活动结束后发生新的“吃空饷”问题
的；组织人事、财务等内部制度不健
全，管理混乱，纪律松散，人员在编在岗、
工资发放等基础信息情况不明、底数不
清，并且不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部门要求
进行整改的；在预防和治理“吃空饷”工作
中消极应付、推诿扯皮、防治不力，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的；违反相关规定，不能按照
要求处理举报投诉事项，或存在打击报复
举报人、投诉人情形的；存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或者不执行防治“吃空饷”政策措
施其他情形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设立省直单
位“吃空饷”问题举报电话和邮箱。电
话： 1 2 3 3 3 - 2号键；邮箱： c k x t s @
sdhrss.gov.cn。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2日，省卫计委对外发布了短缺药品监测预

警，17种药物亮起了“红灯”。据了解，这是国家卫计委要求建
立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后，我省发布的首个短缺药品预
警。

这17种预警短缺药品品种分别为：司莫司汀、巯嘌呤、丝裂
霉素、高三尖杉酯碱、硫酸钡、鱼石脂、阿托品眼膏、阿托品眼
用凝胶、生血宝合剂、生血宝颗粒、京万红、辛芩颗粒、口腔溃
疡散、冰硼散、林可霉素滴耳液、抗狂犬病血清和醋酸可的松滴
眼液，其中4种为治疗肿瘤的“救命药”。目前，司莫司汀、巯嘌
呤、林可霉素滴耳液、抗狂犬病血清和醋酸可的松滴眼液5种药物
已显示无库存。

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短缺药品预警的意义在于在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双向引导，初步建立短缺药品供应
保障机制。根据预警信息，生产企业可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加大短
缺药品尤其是暂无库存药品的市场投放，保障临床用药需求。对于
医疗机构来说，预警机制的建立还有助于缓解“假性缺药”。“一
些药品并非真正短缺，只是部分经营企业无库存的‘假性缺药’，
通过这一机制供需双方可以互通信息，实现药品资源的合理配
置。”上述负责人表示。此次与缺药信息同时公布的，就有尚存库
存的5家经营企业的联系方式。

6月底，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意在
破解药品短缺难题。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药品供应
保障综合管理和短缺监测预警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建立成熟稳
定的短缺药品实时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制度形成完善。

据了解，我省于去年6月制定完成短缺药品清单并启动短缺
药品监测。全省33家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监测点上报短缺药品信
息，省卫计委每半年向社会公开发布短缺药品清单，包括短缺药
品类别、通用名、剂型、规格、生产企业、采购方式、短缺原因
等信息。下一步，我省将探索建立医药公司定点商业储备等方
式，对市场需求量小又难以替代的少数药品，本省能生产的，协
调相关部门开展省级定点生产；本省不能生产的，探索开展省际
联合采购。

我省发布短缺药品监测预警

17种药物亮“红灯”

数读上半年外贸数据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１３．１４万亿元人

民币，比２０１６年同期增长

１９．６％。

出口７．２１万亿元 进口５．９３万亿元

增长１５％ 增长２５．７％

贸易顺差１．２８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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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如何实施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市委、市政府把
发力点放在了优化制度供给，释放改革红利上，着力打造产业强市、
文化名市、活力城市、品质城市。

“20年的使用年期，仅前期土地投入就省了708万元，从资金上
确保一期工程提前交付使用。这些天，深圳、苏州等地的企业争先进
驻，大都是新材料、电子信息和互联网+医疗等‘四新’产业，上半
年有6家企业投产，3年内拉动产值10个亿。”作为首位受益者，说起
“弹性用地”，嘉实高科技孵化产业园董事长李晓强乐得像捡了个大
金娃娃。

率先突破工业用地一次性出让50年的老规矩，潍坊创新“先租后
让”“长期租赁”和“弹性年期出让”三种工业用地供应方式，提高
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降低了企业用地成本。

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更好，而不是更多。2014年6月，潍
坊率先试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
一”，比全国提前14个月。此后，他们又在全省率先发布“三张清
单”，压减63%的市级权力，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列全
省首位。

一流的营商环境让潍坊制造业提质增效逆市飘红。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利税、利润保持10%以上年均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
省、全国水平；去年实施技改项目2413项，完成投资1891亿元，
增长12 . 9%，居全省首位；省级以上知名产品品牌255个，居全省
第二位……

潍坊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比2011年增长56%——— 地区
生产总值连续跨越4000亿、5000亿，2016年达到5522 . 7亿元；
增长1 . 05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
亿，2016年达到521 . 5亿元；累计实施投资过亿元项目8260个，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 0 0 4 1亿元；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由
75 . 3%提高到80%，承诺办好的民生实事全部落实到位；全面完
成省政府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在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持续名
列前茅。

对“吃空饷”的人员和单位如何处理？

《办法》明确，对查实“吃空饷”的人员和单位，要追缴违规侵

占资金上缴省级国库，并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处理：

●对各种理由挂名不在岗的，应当及时清退；

●对依法依规应终止人事关系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规范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对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终止人事关系、死亡、被人民法院

宣告死亡或失踪等的，应当按规定时间及时核销

工资关系；

●对按照相关政策应当停发或降低

工资水平的，应当自规定时间起停

发或按新标准执行；

●对单位“吃空饷”套取财政资金

的，应当按照规定核减相应编制和

预算，收回空余编制；

●事业单位发生“吃空饷”问题的，

酌情核减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资料：张春晓 制图：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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