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责编 石 义 2015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四

新 闻 XIN WEN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信息集装箱

“终于不要加班，可以回家过年了。”年末，

江苏各地多名外贸进出口从业者的微信显示

清一色类似的“休息”信息。

与此同时，苏南等县、市和开发区的报关

大厅，也出现新变化。

“以前是车来车往、单来单往、人来人往，

现在车场热火依旧，通关大厅冷清了很多。”

昆山综合保税区监管场站负责人宋柯说。

随着海关“无纸化”“区域通关一体化”“企业

信用管理”等诸多通关便利改革措施的实施，只

见“数据”不见“人”，成为通关新常态，江苏数万

名报关员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区域联网“老加班”吃
上“团圆饭”

牧田电动工具（昆山）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生产电动工具产品为主的企业，很多零部件都

要从上海口岸进口。传统报关方式是采取转

关到昆山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算上从上海卸

货、转关运输等时间，从航班到港再到货物进

厂一般都要耗费 1天左右时间。

现在，进口货物可以选择在昆山通关现场

办理申报手续，昆山海关审核放行后，公司可

以直接到上海口岸提取货物，减少了转关运

输、二次装卸等环节，通关时间大幅缩短。

对一些“生产、研发、销售”不在一起的企

业，通关“新常态”有利于资源整合，提升地方

开放型经济。

1 月底，江苏悦丰晶瓷科技有限公司一批

价值 5.8 万美元的玻璃器皿在装箱发运的同

时，在淮安海关通过“属地申报、属地放行”的

方式申报出口，货到南京龙潭港后直接装载长

江支线船，再通过“水运中转”方式直驳上海港

换船离境出口至目的地越南。

这是企业所在地没有港口而快速实现通

关出口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说，出口货物“属地

申报、属地放行”叠加“水运中转”模式成功运

行，使得企业“把口岸延伸到内地”。

南京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底，为属地海关共办理“属地申报、口岸验放”

（含“属地申报、属地放行”）报关单 59391 份、

货运量 1520.88 万吨、货值 93.71 亿美元、税款

41.68亿元。

无纸转关 企业海关双
“解放”

2014 年下半年，与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同步，南京海关推出了无纸转关改革。在转

关监管环节取消纸质单证和人工验封，实现

申报数据和实际物流数据的电子绑定和实时

监管。

昆 山 海 关 通 关 科 科 长 尹 青 晟 告 诉 记

者 ，通 过 科 技 应 用 为 企 业 减 负 、为 通 关 提

速、为监管提效，是近年来海关各项改革的

共 同 方 向 。 通 关 无 纸 化 改 革 后 ，海 关 能 够

通过计算机系统综合分析随附单证电子数

据，进行更加有效的风险分析，进一步突出

监 管 重 点 ，提 升 监 管 效 能 。 依 托 无 纸 转 关

以 及 电 子 关 锁 的 应 用 ，昆 山 海 关 通 关 部 门

周 日 加 班 成 为 历 史 ，将 原 先 周 日 加 班 关 员

全 部 调 配 到 周 六 和 平 时 晚 间 加 班 ，一 线 进

出 口 监 管 力 量 得 到 充 实 ，实 现 了 企 业 和 海

关的“双赢”。

南京海关 2014 年共办理全程通关无纸化

报关单 583.30 万份，总量居全国第三位，报关

单全程无纸化率达 85.64%，通关作业无纸化有

效签约企业 12.13万家。

数据联网 避免来回奔跑

在苏州工业园区海关申报台前，友达光电

（苏州）公司的资深关务陶琳将一张光碟交给

了核销关员。

光碟是企业最近一期账册的核销结案资

料。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加贸处关员方伟说，如

果按照以前的模式，安排人力专门做资料的复

查比对，一个人需要 4 年时间才能办完，效率

特别低，也容易出错误。

海关的做法是，建立江苏省内统一的联网

监管辅助平台，实现了关企数据联通，企业可

以将全部加工贸易报核数据上传至平台，再与

海关端的数据进行比对验核。

因此，企业办理加工贸易手册核销时再也

不需要携带大量的进出口报关单证资料，所有

的数据流都可以在平台里查到，关企双方无需

再担心资料在核销过程中出现人为改动或丢

失等异常情况。

截至 2014 年底，有 14 家高资信联网监管

企业累计免交加工贸易核销所需的报关单 55

万份，涉及金额 500 亿美元。这意味着节省纸

质资料逾 60 余万张，节约复查比对时间约

7000余工时。

简 政 放 权 回 家 过 年
——南京海关监管改革改出通关新常态

陈银健 郑 明 本报记者 陈 瑜

春节过后，南方广大地区油菜花陆续飘香，陪伴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图为2月 25日，重庆市大
足区铁山镇高龙村村民牵着耕牛行走在田间。 新华社发（罗国家摄）花香伴春耕花香伴春耕

■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2 月 16 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河南省

社旗县赊店镇，陈氏木版年画第四代传承人、

58 岁的陈景知正在聚精会神刻制一件“连年

有余”模板，准备在春节印制出售。

陈景知是地地道道的赊店人。从清朝中

期开始，一家几代就靠雕年画模板、印制年画

为生，被称为赊店陈氏木版年画。陈景知十

几岁时就跟父亲陈国卿学习木版年画的雕刻

艺术，16 岁开始出师卖艺，在赊店、南阳及襄

樊一带刻年画、卖年画。

陈氏木版年画纯属古老美术工艺，书与

画相得益彰，构图饱满而主次分明，整个流程

全部是沿用古老手法制作。据陈景知介绍，

木版年画从画墨到贴板、刻板到套色、印制，

至少要十三道工序。雕刻一块年画模板最少

也得十天半个月，套色印制更有学问。

近年来，他有三幅陈氏木版年画作品走

出国门到东南亚各国展出，有一幅作品被列

为初中美术教材，大量作品被许多省级博物

馆收藏。2011 年 4 月 16 日，在中宣部召开的

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和保护工作成果发布会暨

总结表彰大会上，陈氏木版年画名列榜首。

社旗木版年画重放异彩
本报记者 乔 地 通讯员 宋同杰

2 月 16 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一大早，

记者来到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西大宋村，走

访前不久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全国种粮大户”

冯兰仁。

走进宽敞的院落，就像走进农机展览馆，

一台台大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首先映入记

者眼帘。冯兰仁说，搞现代农业离不开机械

化，我这里有大小农业机械 30多台套。

在院落的另一侧，各种袋装化肥码成了

一座小山，足足有几十吨，这是老冯春节前为

土地办下的“年货”。冯兰仁说：“农时不等

人，庄稼人眼里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农事。我

用的化肥多，储备不齐心里不踏实，这不，昨

天还从农资超市拉来了 10吨复合肥。”

时 下 ，年 逾 六 旬 的 冯 兰 仁 已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种 粮 大 户 ，被 乡 亲 们 誉 为“ 喜 耕 田 ”。

从 2010 年起，他和家人承包 600 亩土地开始

种植粮食、黄烟等农作物。近几年，受国家

惠农政策的补贴和支持，连续承包 800 多亩

土地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到 2014 年，冯兰

仁 种 粮 面 积 已 超 过 1000 亩 ，粮 食 亩 产 达

1100 多公斤，粮食总产量超过 600 吨，仅粮

食收入就超过 125 万元，走出了一条种粮致

富的道路。

冯兰仁说：“还是种粮食保险，卖不掉可

以存放，不腐不烂，亏不了大本。”

在谈到如何种粮时,“机械化”“科学技术”

是冯兰仁提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也是他圆

梦的崭新“名片”。他种的耕田土地享受的是

科技“套餐”——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秸秆还

田、免耕播种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新技术,机械

收获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等。冯兰仁

舍得加大农业投入，各种配套机具已经俱

全。他还积极引进小麦优良品种，推广“双垄

沟播”“膜下滴灌”等先进种植技术，粮食产量

稳定增加。

农民盼过年，跨过年就意味着新一轮丰

收的开始。说到新年新打算，谈兴愈浓的冯

兰仁说：“种了这么多年地，以前哪有这么好

的政策。国家这么重视粮食生产，不但发种

粮补贴，还把‘全国种粮大户’这么高的荣誉

授给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今年

我计划把全部耕田都变成粮田。”

“后天就是大年除夕了，春播用的种子和

农资已全部备齐了，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好年

景啊！”老冯指着为耕地备下的“年货”，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

给 耕 田 办“ 年 货 ”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徐春光

除夕夜，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以

下简称核化冶院）二连盆地巴润矿床地浸采

铀试验现场，荒漠草原上的皑皑白雪映着冰

冷的光，气温早已降至零下 20℃以下，闻振乾

披上棉衣，打着手电，进行换班前的例行巡

视，一个多小时后，换完班的他拖着冻透了的

身躯，回到了临时搭建的宿舍。

不开掘矿井巷道、不使矿石发生位移，集

采、选、冶于一体，1984年，我国地浸采铀技术

奠基人王西文带领团队在云南掀开了我国铀

矿采冶技术的新篇章。30 年来，我国地浸采

铀技术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而且已

成为我国主要的铀矿采冶技术。但中核集团

学科带头人、核化冶院首任地浸所所长谭亚

辉说，从大漠戈壁到茫茫草原，一座座地浸矿

山的试验建设，吃苦、耐得住寂寞是必修课。

地浸采铀现场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尤其是

试验开始阶段，临时住所就是帐篷或者寝车，

打出的地下水都是苦咸水，不到渴得发慌时

真是难以下咽；很多时候，一瓶矿泉水一包方

便面就是一顿“美餐”。

巴润矿床位于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苏尼特

左旗，地处荒漠草原中，这里冬季气候恶劣，

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40℃，还经常有大风、大雪

等极端天气。寒冷的冬季给现场试验运行增

加了许多困难。

“ 近 期 白 天 最 高 温 度 一 般 为 -6℃

到-3℃，夜间最低温度可达-30℃。”在刘正

邦印象中，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气已经很

“给力”。但由于整个冬季几场积雪几乎不

融化，到旗里必经的 5 公里草原路全是积雪，

尤其大风时，雪掩盖了原来的车辙，给进出

带来很大不便。

巴润矿床与巴彦乌拉矿床处于同一矿

带 ，针 对 类 似 条 件 的 矿 床 ，这 支 队 伍 有 着

丰 富 的 工 作 经 验 。 项 目 科 研 成 果 将 在 二

连盆地形成新的地浸采铀产能增长点，对

支 持 内 蒙 古 铀 矿 大 基 地 建 设 具 有 十 分 重

要的意义。

闻振乾说，目前现场试验正处于攻坚克

难的关键阶段，试验结果对指导下一步工作

甚至矿床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这里地理位置偏僻，牧民居住分散，

没有供电，试验也只能利用发电机自行发

电。无论是发电机还是其他用电设备，在这

种极端条件下容易出现故障。一旦出现故

障，尤其是夜间不及时采取措施，管道里的溶

液在很短时间内就会马上结冰，最终导致全

线停产。如果这样，试验前功尽弃，后果不堪

设想。

对闻振乾和他的同事来说，寒冷的春节

期间试验运行难度和压力更大，“这将意味着

我们在一小时内必须对关键环节进行多次巡

视，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马上抢修，

以确保试验的正常进行！”

为了让多一些工人们能春节回家过年，

驻守现场的项目组成员，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整理数据、方案讨论时是技术人员；倒夜班时

是工人；左手操作滴定管，右手轻摇锥形瓶时

是分析员；打开煤气灶对付点吃的填饱肚子

时是炊事员；暖气锅炉旁一铲一铲地添煤时

是锅炉工；发电机旁定期的更换机油和滤芯

时就是电工……

说起三岁半的儿子，闻振乾心里也是愧

疚。除夕夜，他出去例行巡查回来时，发现

床头手机显示有十多个未接电话，由于专心

调整酸泵波动异常的参数和给锅炉加煤，他

早已忘记之前答应过儿子要电话陪他守岁

过新年。当把电话拨回去时，爱人告诉他，

儿子早已经睡着了，睡前还埋怨他“说话不

算数”。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满是对儿子的

歉 疚 。”闻 振 乾 说 ，希 望 有 一 天 ，孩 子 能 明

白，爸爸坚守的不仅仅是事业，还有爸爸的

信念！

除夕夜，荒漠雪原的坚守
本报记者 陈 瑜

“老徐，3514 次车底尾部三车突然‘发

烧’，建议先检查探头排除隐患。”2 月 13 日

8：40，已被专修班组“收编”的南昌车辆段轴

温数据分析员丁修梅，做出了今天的第一条

客车轴温分析。

“单位机构调整，今年年初，轴检车间撤

销，我们被划分到了专修车间。”今年是丁修

梅坐在轴温分析系统前的第四个春运，“随着

客车扩编、临客加开，春运开始后，要分析的

数据一天比一天多。”

旅客列车车轮温度，是车轮状态在运行

途中的动态反映。丁修梅的工作，是从几十

万条温度数据中找出细微的差别，“分析系

统就像是列车的体温计，走行部位在途中的

任何异常，都会通过‘体温’反映出来，我们

要做的，就是将温度反馈的状况，‘翻译’给

检修人员，提供轮对检修的第一手数据。”

“探头没有问题。3514 次为新造车底，

轴承间润滑油较多影响温度，建议继续重点

监测。”不到 20 分钟，现场的情况就反馈了

过来。

从事轴温数据分析之前，丁修梅是南昌

车辆段的一名检车员。“就是拿榔头的，”丁修

梅笑称。与现在的脑力活不同，检车员是份

体力活。“忙的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弯腰

几千次。”十多年下来，很多男工友都坚持不

了，丁修梅愣是没叫过一声累。2010年，工作

认真、业务精湛的丁修梅，被调整到了这个在

电 脑 前 一 坐 就 是 一 天 的 岗 位 。 从“ 动 ”转

“静”，责任更加重大。

“精神高度集中，发现数据异常，我就要

调取历史数据和轮对相关信息，综合各种情

况，初步判定问题严重程度。”从一列车底进

库到数据分析完毕，丁修梅只有 40 分钟时

间。满编车底至少有 152 组轮对，每隔 10 分

钟就会储存一组数据，根据运行时间的不同，

每趟列车存储的数据从几万条数据到十几万

条不等。

工作虽然“足不出户”，但丁修梅要对整个

段的工作了如指掌。“要浏览两百多万条吧，一

个班下来。有一些是一眼带过，有一些就需要

重点盯控。影响轮轨提问的原因很多，分析的

工作量非常大。”由于长时间盯着屏幕，丁修梅

的眼睛又干又涩。“下班回家后，基本不看电

视，眼睛和脑子都受不了。”摆在屏幕下方缓解

视力疲劳的滴眼液，平均一个月要用两瓶。

下午六点半，分析完最后一趟车的数

据，丁修梅在微信群里发送了胜利的表情。

没人回复，夜班开始，南昌车辆段逐渐打开

了照明的大灯。对铁路人来说，只有春运结

束的哨音平安响起，铁路人才能稍微放松紧

绷的神经。

丁修梅：客车“体温”分析师
王荣祥 付 森 本报记者 寇 勇

新华社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王立彬）

征地不征土、移民又移土——使宝贵耕地“起

死回生”的建设占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工

程今年起将在全国全面推动。

记者 25 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根据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及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部署，今年我国将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剥

离耕作层土壤再利用，国土资源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把这项工作在全国普遍推开。

也被通俗称为“移土培肥”的耕地耕作层

土壤剥离再利用，是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土

地管理、农业发展领域的一项新事物。最早从

三峡工程建设开始的这一做法，就是移民搬

迁、拆迁建设、农地征用时，把农田肥土层剥离

出来，转移至原来较贫瘠土地上，保护资源、改

良土壤、种植作物，就是把老农田肥土层移到

生土上去。近年来，吉林、贵州、甘肃、重庆、湖

北等都在加快推动这一工程。

耕作层是耕地精华，农业生产的物质基

础。长期以来，我国占用耕地后，把耕作层土

壤当土料使用甚至废弃。耕地“起死回生”工

程，蕴藏着惊人潜力。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

元说，对我国每年占用耕地进行耕作层土壤剥

离利用，可再造 200 万亩以上优质耕地或改造

中低产田 350万亩。

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是美澳日等农业大国

的通行做法，日本甚至购买被占耕地耕作层土

壤。在人均耕地稀缺、征地规模偏大的我国，

推动这一工程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推动这一

工作亟待制定国家技术标准、推动土地特别是

土壤保护立法，从而使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成为地方政府及占地企业的法定责任。

我将推动建设占地耕作层“起死回生”工程

科技日报讯 （王建梁）近日，全国机械

工业文化建设暨机械政研会 30 周年成果展

示会在长春举行。大会对做出突出成绩的

行业文明单位、企业文化特色单位、企业文

化建设领军人物、思想政治工作政研会先进

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以及 30 年来

为行业和企业思想文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的优秀人员进行了表彰。中国重汽获全国

机械行业十大企业文化特色单位称号、全国

机械行业文明单位称号。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橡塑件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吴娜获思想

文化建设突出贡献奖。

中国重汽获全国十大企业文化特色单位称号

我国重卡双级增压
发动机车型下线
科技日报讯 （王建梁）日前，

首 台 装 配 MC07.35-40 346PS 双

级 增 压 发 动 机 的 大 M5G

6&times2 牵引车在中国重汽济南

商用车公司正式下线。

该 台 车 配 置 MC07.35-40 双

级增压发动机，总排量 6.87L，发

动 机 功 率 346 马 力 ，额 定 转 速

2300r/min,最 大 扭 矩 1300N.m,最

大扭矩转速 1000—1700r/min，总

质量 660kg。该发动机低速扭矩

大，油耗小；动力强劲，功率大；动

态响应能力性能好，大幅提升整车

加速性能；并且高原适应性强，应

用海拔范围宽。该款车型能充分

满足多种工况的需求。

朔州工务段
春运卫生严把四关

科技日报讯（富立彬）太原铁

路局朔州工务段在春运期间开展

以食品、生活饮用水、传染病防控

为重点的卫生防病隐患排查及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强化春运期间卫

生防病。

该 段 重 点 做 好 春 运 期 间 职

工伙食团管理，严把“四关”，即：

食品进货关、食品加工关、食品

储存关、人员健康关；重点对食

品进货渠道、食品储存过程隐患

进行排查，禁止使用未取得健康

证的人员从事食品加工作业，保

证 各 伙 食 团 无 食 品 安 全 隐 患 因

素；组织开展鼠蟑等病媒生物集

中消杀活动，对车间班组环境卫

生进行彻底清理，消除病媒生物

孳生栖息场所，完善病媒生物防

控措施，有效降低生产、生活区病

媒等病媒生物密度，确保各类场

所无病媒生物危害。特别对所辖

水源周围防护情况进行排查，从

源头把控水源安全，保证水质消

毒指标合标。

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
“两张皮”问题待解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2 月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闻发

布 会 。 环 境 保 护 部 副 部 长 翟 青

说，“十一五”以来，污染总量减排

数据在“往下走”，但公众并“没有

感 觉 环 境 质 量 好 起 来 ”。“ 十 三

五”，总量减排将继续坚持下去，

并把环境质量改善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努力让人感受到总量减排

与环境质量是有关的，“我们正在

做这项工作”。

翟青说，减排数据和直观感

觉“两张皮”的问题确实存在。他

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目前我

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太大，远超出

环境容量。排放到水、大气中的

主要污染物都在 2000 万吨以上，

即使从“十一五”以来减排总量下

降几个百分点，难以带动环境质

量的全面改善；二是污染总量控

制范围不够，“十一五”仅两项，

“十二五”四项。对大气影响较大

的烟尘、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等污

染物，还未纳入总量控制范围。

水仅控制了化学需氧量（COD）、

氨氮，总磷、总氮等相关污染物还

未放进去。“污染控制范围是有限

的，这是我们现有能力和基础决

定的”。

据专家测算，在现有基础上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再 降 30% —50% ，

我 国 环 境 质 量 才 会 有 明 显 变

化。翟青说，去年 APEC 会议，大

家 都 感 受 到 了 好 天 气 、“APEC

蓝”，那时主要污染物削减了 50%

以上，“大家才感受到这样的蓝

天白云”。

据环保部数据，我国污染总

量减排工作进展迅速。“十一五”

初 ，污 水 日 处 理 能 力 是 5200 万

吨 ，现 为 1.7 亿 吨 ；火 电 机 组 脱

硫，“十一五”初仅少数火电机组

有设施，现已达 8 亿千瓦，安装率

达 95% ；火 电 机 组 脱 硝 从“ 十 二

五”开始，在电价等国家经济政

策支持下，现已达 6.9 亿千万，占

比达 82%等。“如这些行业这些年

没上这些环保设施，空气、水环

境 质 量 将 会 更 糟 糕 。 作 为 一 项

污染防治制度，总量减排对有效

遏制环境质量恶化功不可没。”

翟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