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热潮，质量兴省的大潮，涌动在齐鲁大
地。

质量兴省，兴的是山东质量竞争力和“山东制
造”质的飞跃。近年来，山东省将提高全省产品质
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生态与环境质量作为实
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树立山东
国内外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坚持“百年大计，质
量第一”的方针，全面实施质量兴省战略，提高了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内在支撑。

实施质量兴省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成为广泛的共识，在全省兴起

了质量兴省大潮

2007 年 7 月 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质量兴省战略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我省质量
兴省战略正式拉开序幕，山东也由此成为全国率
先提出质量兴省战略的省份。

山东的质量工作，始终是被省委、省政府置于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并作
为重大战略举措来抓：近年来，省委书记姜异康、
省长姜大明多次就质量工作提出要求，实施质量
兴省战略写进了省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列入了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省政府先后召
开了全省质量工作会议、质量兴省工作电视会议，
省政府常务会议多次进行研究，对质量工作进行
专门部署。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王仁元任组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军民任副组
长，25 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质量兴省工作领导小
组，并将质量兴省战略的目标任务分解到了省直
各部门和各市政府，逐级签订“质量工作目标责任
书”，将质量兴省工作的责任落到了实处。

2009 年 6 月，省政府印发了《山东省省长质量
奖管理办法》，将省长质量奖作为省政府设立的最
高质量奖项，授予为我省质量振兴作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个人。这是深入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重
要举措，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大部署。充
分发挥其激励、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于增强全社
会质量意识，打造“质量第一”的精神，提高
“山东制造”的美誉度，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
较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10 月 10 日，省
政府又与国家质检总局签署了《关于加强全面合
作备忘录》，决定在质量技术监督和检验检疫等方
面进行全面合作。

强有力的工作推进和激励机制，使山东迅速
形成齐推质量兴省战略的良好氛围。目前，山东
省 17 个市和 140 个县(市、区)全部开展了质量兴
市、质量兴县活动，成立了由政府领导挂帅、各
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质量兴市和质量兴县
(市、区)领导小组，并将质量兴市、质量兴县工
作列入了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放眼齐鲁，质量兴省浪潮遍及各地、各行业：
全省质监、工商、卫生、经贸、农业、海洋与渔业、食
药、检验检疫等部门改进和完善监管机制，运用信
息化、科技化手段，围绕食品质量安全，加强了从
农田到餐桌、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
的全过程监管；建设部门狠抓了“工程质量通病”，
减少了工程质量投诉率；交通部门把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质量和减轻农民负担、廉政建设作为“三条
高压线”，实施一票否决，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村
公路养护体系；在济南，投入质量兴市工作资金
1 . 5 亿元，重点用于国家食品添加物检测中心、农

产品检测中心、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应急指挥中
心建设，为质量兴市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潍坊，打好地方“特色牌”，大力推行农业标准
化，使潍坊市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市到农业强市
的形象转变……

名牌战略作为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重

要抓手，有力地提高了全省总体质量水平，

全方位地提升了山东的整体竞争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在仅靠贴牌和拼资
源、拼环境的大批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时，我省大批
名牌企业不仅能有效抵御危机冲击，而且能抓住
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山东经济抗击风浪的
中流砥柱。事实证明，山东名牌的大量涌现，已成
为山东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名牌是质量的凝聚，是市场竞争力和区域实
力的集中体现。而作为山东名牌战略“升级版”
的质量兴省战略，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充分发
挥这一传统优势，以名牌建设提高带动全省总体
质量水平。

在质量兴省过程中，我省各级注重通过组织
开展争创中国名牌、山东名牌产品活动，引导和
帮助企业加大质量工作投入，夯实质量工作基
础，而且更注重在培育产品名牌、企业品牌的同
时，重视培育产业集群品牌和由单个产品品牌向
区域性品牌的转变，提高区域特色经济的美誉度

和竞争力。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工业调
整振兴的意见》和“10+40+13 ”规划及指导意见，省
政府转发的省质监局、省中小企业办《关于创建优
质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对区域产业名牌的创建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各市县积极行动，落实
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省质量兴省工作领导
小组对济南市历城区等 24 个县市创建优质产品
生产基地先进单位和 40 家企业予以了表彰。

名牌战略的实施带动了我省质量总体水平逐
年提高。山东名牌已经成为山东省质量竞争力的
金字招牌。在这个招牌背后，是山东省夯实的质
量基础—

目前全省拥有 2 个中国世界名牌产品、 3 个
创建全国优质产品生产基地先进县( 区) 、 24 个
创建省级优质产品生产基地和 40 个龙头骨干企
业、 266 个中国名牌产品、 34 个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1557 个山东名牌产品和 263 个山东
省服务名牌，形成了多层次的名牌梯队。

各种品牌的打造，带来的是产品质量、工程
质量、服务质量、生态与环境质量的共同提高，
从而全方位地提升着山东的整体竞争力。

大力推进标准化战略，提高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实施质量兴省战略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标准化工作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的重要手段，是实施质量兴省战略、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山东省
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把它作为规范、支撑和引
领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常抓不懈。继《山东省
“十一五”标准化发展规划纲要》之后，今年 6
月 23 日，省政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了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
见》，并以鲁政发〔 2009 〕 84 号文件印发，确
定遵循“坚持企业为主、市场引导、政府推动和
面向国际”的原则，大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突
出企业在标准化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和标准化工作
的市场引导作用，着力建立“统一管理、分工负
责、共同推进”适合山东标准化工作的运行机
制，形成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的机制，建立先进的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发
展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在发
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促进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发挥标准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到 2015 年，山东省要争取在电子信息、家电、
机械等行业，参与制定 20 项国际标准。制定、
修订国家标准 500 项、行业标准 500 项、地方标
准 1000 项。全省各县(市、区)产品标准覆盖率达

到 98% 以上。标准化工作对山东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明显提高，标准化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标准化战略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全省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标准化水平：截至目前，山东企业
已参与了 6 项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全省
有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31 个，制定山东
省地方标准 14 3 7 项，办理采用国际标准 93 4 1
个，采标标志产品 1654 个，备案有效期内的企
业产品标准 28041 项，工业企业标准覆盖率达到
98% 以上，有效期内执行标准登记 113038 项。
设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413 个，其中国家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 324 个；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333
项，食品标准化示范项目 187 个，确认标准化良
好行为企业 801 个……标准化工作，已成为我省
规范、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标准化战
略的大力实施，有效提高了标准化对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有效性和贡献率。

深入实施质量兴省战略，质监工作战线的使
命更为艰巨而光荣。他们在大力推进名牌战略和
标准化战略的同时，切实加强重点领域质量监管，

认真开展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加
大对重点领域、重点产品和食品安全的治理整顿
力度；着力加强质量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质量
诚信档案，实行分类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积
极为企业应对危机服务，出台了 10 条服务企业发
展的措施，与莱钢集团、鲁商集团等重点企业签订
了“关于服务企业携手发展的合作协议”，组织开
展了“名品名店战略合作”活动，155 家名牌产品生
产企业与 45 家商贸流通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不
断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建设，随着国家质检中心(山
东) 、胶东质检中心、鲁南质检中心“三大质检高
地”的基本建成，全省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级
和省级区域公共检测平台，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级
质检中心 23 家、省级质检中心 54 家，建成了覆盖
全省 17 市的 19 个食品通用实验室，为促进质量
兴省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我省实施质量兴省战略巡礼

国家矿山安全计量实验室（济宁）煤矿风速

表检测风洞

全省质量工作会议

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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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鹏

记者从铁道部门证实，１２月２６日，武
广铁路沿线将停运１３对普通列车。这与
武广铁路的高票价一道，迅速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铁路部门与不少公众的观点截然相
反。广铁集团认为，开通武广客运专线，
理所当然地为运力紧张的京广线分压。
而不少公众和网友直言，在年关将近、客
运压力将最大化时裁减普通列车，客观
上有“逼公众高价坐高铁”之嫌。

铁道部门：为释放京广线运力

广铁集团向记者证实，１２月２６日武
广客运专线正式开通后，将停运武昌、长
沙、韶关等地始发至广州的１３对普通列
车。但并非武汉至广州、长沙至广州的所
有普通列车都停运。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昌始发至广州
共有５趟普通列车，其中４趟将停运。长沙
始发至广州有２趟始发列车，１趟将停运。

广铁集团认为，此举不会给旅客的
出行造成太大不便。广铁集团给记者采
访答复中提到，此次调整涉及长沙站的
停运车次有８对，但京广线从长沙路经的
列车还剩３７对。

广铁集团谈到停运武广沿线１３对列
车的两个理由：第一、释放京广线运力，
缓解货运能力紧张状况，最大限度满足
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石油、粮食等重点
物资的运输需要。第二，发挥武广和京广
两条线路各自的运输优势，避免部分线
路运输能力过剩造成运能浪费。

公众网友不领情

公众和网友则普遍认为，武广高铁
原本是便利交通的好事。但其票价数倍
于普通列车，且一开始试运营就裁减普
通列车，难脱保障高铁“上座率”之嫌。

有市民指出，铁路部门“调整京广、
武广两线路运力，避免部分线路运输能
力过剩造成运能浪费”的理由，实际上也
间接承认了裁减普通列车是为武广保障
客源。在长沙攻读公共管理博士生的刘
跃民认为，铁路部门调整运能应以实际
的市场选择和公众意愿为依据。等高铁
运营一段时间后，根据两边的实际运营
情况再行调整，不是更好？

记者２４日电话采访四个火车票代售
点。长沙市迎宾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的
工作人员说，长沙－广州原来就属于票
比较紧张的线路。目前长沙往广州方向，
岳阳－广州的Ｋ９００１／９００２次、Ｋ９００５

／９００６次、长沙－广州的Ｋ９０１５／９０１６
次、Ｋ９０１９次，这四趟车是提供票源的主
要车次。而此次裁减列车，这四趟车中将
停运三趟，预期票源会更紧张。

一位网友说：自己还是宁愿花１００块
钱坐７个小时的火车，而不会花７００块钱
去坐一个小时的高铁。辛辛苦苦一个月
赚来的钱一个小时就花掉了，多心疼！

专家：宜首重社会效应

在长沙开出租的“的哥”王鹏告诉记
者，要么降低高铁票价，停开普通列车。
要么高铁实行高票价，但不能增加普通
百姓坐普通列车的难度。

停运普通列车之争，可视作公众对
铁路部门职责的审视。对普通公众而言，
保障多数人便利出行更是铁路管理部门

应尽的职责。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
认为，铁路客运在我国是一种准公共服
务品，首先应注重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
当前在春运将至时，在多数人仍支付不
起这么高的票价时，大规模裁减普通列
车，显然并不合适。

铁路运营亏损一直是社会和经济界
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引
入资本、市场化运营等尝试。但总体而
言，我国铁路部门依然承担着运输管理
者、经营者两种角色的职能。中南大学法
学教授邓联繁指出，我国铁道运营并非
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作。此次裁减普通
列车，之所以受到公众质疑，与带行政色
彩的调控方式有关。正因为决断过程缺
乏民意的参与，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高
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带来的积极社会效
益。 （据新华社长沙１２月２４日电）

逼公众高价坐高铁?
武广铁路沿线停运部分普通列车引争议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 记者２４日
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了解到，截至９月末，全国２９个省份出台了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１２００多个
县（市、区）开展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
作，１３００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了养老保障
或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孙文盛表示，当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工作还是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薄弱
环节。关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国务
院自２００６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资金来源、待遇
水平等作了规定，明确要求“社会保障费用
不落实不得批准征地”和“先保后征”。但目
前的落实情况不够平衡，有些地方的社保
资金筹措不能完全到位，一些被征地农民
还未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新的
被征地农民与老的被征地农民在利益补偿
上也出现一些新的不平衡等。

他建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着力抓好落
实工作，督促各地认真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集
资金。建议抓紧制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
法，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
善征地程序，增加社会保障费用，逐步建立
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

１３００多万被征地农民

纳入养老保障或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据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２４日电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２４日上午宣布，由该院
立案侦查的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涉
嫌受贿犯罪一案，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决定，对蔡志强执行逮捕强制措施。

蔡志强出生于１９６４年，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系毕业，研究生文化程度，被立案侦查
前是普陀区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
１９９７年以来，蔡志强历任上海市人事局办
公室副主任、代主任、人才开发处处长、副
局长，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区长、区
长等职务，案发前被调任上海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巡视员（正局级）。

现初步查明，蔡志强于上述任职期间，
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多家公司或个人的贿赂，数额巨
大。

在上海市纪委受理举报对其开展调查
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介入
了调查取证工作，并于今年１２月１１日对蔡
志强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

涉嫌受贿犯罪

上海普陀区原区长
蔡志强被依法逮捕

12 月 24 日，“黄赌毒枪”团伙成员被法警押入法庭。当日，公安部第 7 批挂牌督办涉黑案件之
一的重庆“黄赌毒枪”团伙涉黑案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中，陈明亮、马当、雷
德明 3 人被指控涉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赌博罪、贩卖运输毒品罪、故意
伤害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等 7 项罪名。同时出庭受审的还有 26 名“涉黑”被告人、5 名非“涉黑”
人员和两家被告单位。鉴于案情复杂，法院预计该案庭审持续 8 天左右。 □新华社发

重庆开庭审理“黄赌毒枪”团伙涉黑案
涉黑老大陈明亮被控 7 宗罪

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２４日电 有“语林啄木鸟”
之称的《咬文嚼字》编辑部， 24 日公布了 2009
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常犯语
文差错。

十大差错分别是：
经常混淆的概念是：“祖国”和“新中

国”。 2009 年是新中国建立 60 周年，在相关纪
念活动和媒体报道中，“祖国 60 岁生日”频频
出现，正确的说法应是“新中国 60 岁生日”。
“新中国”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历上的常见用字错误是：“己醜年”的“醜”。
2009 年是农历己丑年，有人以为“丑”的繁体字是
“醜”，就在日历中将“己丑年”误为“己醜年”。

容易用错的成语是：首当其冲。所谓“首当
其冲”，义为首先受到冲击，遭遇灾难与不幸，
不能理解为“冲锋在前”。

经常误用的量词是：位。“位”不是一个普
通的量词，它含有敬重意味。但有些媒体却用其
表达“一位罪犯”或“一位贪官”。“位”也不
应用于自称。

影视剧中经常写错的人名是：貂蝉，常被写
成“貂婵”。汉代，人们认为“貂”与“蝉”都

是美好的事物，因此用来作美女的名字。
引文容易张冠李戴的是：“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这句话普遍被误认为是唐代名臣魏征的名
言。其实，这是唐太宗在魏征去世的时候说的。

地方宣传中经常误用的词语是：故里。现在
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常号称是某名人的
“故里”，理由是该名人曾在当地生活居住，为
争夺名人“故里”称号甚至相互对簿公堂。其
实，“故里”指的是故乡、家乡。住过的地方应
称“故地”，住过的居室应称“故居”，都与
“故里”无关。

菜单上经常出现的错误的菜名是：宫爆鸡
丁。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宫保鸡丁”，它的
得名和清代丁宝桢有关。此人曾官封太子少保，
被尊称为“丁宫保”。

网络中最容易混淆的字依旧是：“帖”和“贴”。
帖，音 ti ě，是写有文字的纸片，名词。贴，音 ti ē，是
把薄片粘到别的物体上，动词。

时政文章中容易出错的词语是：兴亡周期律。
这个词经常被误写为“兴亡周期率”。“周期律”是
一种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反复出现。

故里是故乡还是故地？

《咬文嚼字》公布２００９年
国人十大常犯语文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