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10月15日讯
记者 袁华明 通讯员 葛小娥

鸡蛋价格涨了，新鲜叶菜也
比以前价格高了⋯⋯家住杭州南
星桥的俞大妈是典型的家庭主
妇，她对农贸市场里的菜价了如
指掌。今天公布的我省 CPI 数据
也印证了“俞大妈”们的感觉。数
据显示，蛋类价格连续两个月出
现快速上涨，9 月份涨幅为 3.7%；
鲜菜价格连续 3 个月出现回升，9
月份涨幅为5.0%。

今天，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
总队公布我省 9 月份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全省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数据显
示，该月是今年以来 CPI 单月涨
幅最低的月份，与上年同月相比
上涨 1.6%；PPI 则比上年同期下
降 1.0%，环比价格在前两个月下
降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工资涨得不多，好像生活消
费品涨得也不太厉害。”年初刚刚
结婚的张慧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
了，也开始和油盐酱醋打交道，在
她的印象中好像今年总体上价格
都比较平稳，精打细算的日子过得
也还自在。事实上，CPI涨幅回落
也表明相关价格总体上较为平稳。

在公布的 CPI 数据中，9 月份
我省 CPI 受食品类、服务项目价
格涨幅回落和上年翘尾因素减弱
的共同影响，涨幅较 8 月份缩小
0.7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城 市 上 涨
1.5%，农村上涨 1.6%；食品价格
上 涨 2.9%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0.9%；消费品价格上涨 1.3%，服
务项目价格上涨 2.2%。1 月至 9
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年同期上涨2.4%。

与 8 月相比，有些消费品价

格连续回升。禽流感疫情解除
后，消费逐步回暖，禽类价格呈现
持续小幅攀升，9 月份上涨 0.5%；
鲜瓜果、粮食价格分别上涨 2.5%
和 0.4%。也有下降的，如 9 月中
旬东海休渔期解禁，捕捞类产品
上市增加的影响，水产品价格下
跌 2.2%；没有了暑假出游的喧
闹，9月份旅游价格下降6.3%。

9 月份全省 PPI 比上年同期
下降 1.0%，降幅较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环比价格下降 0.2%。
全省生产资料类产品出厂价格同
比下降 1.3%，其中原料工业和加
工工业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2.2%
和 1.0%，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上涨
3.7%。25 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呈
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降幅较
大的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产品价格分别下
降 20.4%、9.5%和 8.5%。在价格
上涨的行业中，涨幅较大的有：非

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等。
CPI 增幅回落、PPI 连续下

降，对部分企业信心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不少专家提出，这一时
期既是经济下行的时段，也是企
业可以趁势作为的好机会，关键
是看企业如何把握好时机。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兰建平认为，这一时期对于一些
企业来说需要收缩战线，把企业
做稳；同时如果有好的项目，也是
低成本进入的好时机。

也有专家指出，近期 CPI 回
落和 PPI 下降是经济进入新常态
的表现之一，此时企业应突出主
业、加强主业、做精主业，不要粗
放式地以抢地盘、抢码头，盲目扩
张可能带来不利后果，应把把企
业自身的体质增效作为关键目
标；而此时的政府部门也应适时
出台一系列政策，调整产业结构
的同时指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 王希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
据，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1.6％，
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为年内新低。

据测算，在9月份CPI1.6％
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
的翘尾因素约为0.3个百分点，
新 涨 价 因 素 约 为 1.3 个 百 分
点。前九个月平均，CPI比去年
同期上涨2.1％。

食品类价格涨幅仍较突
出。9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3％，影响 CPI 上涨约 0.78 个
百分点。其中，鲜果、蛋、粮食、
水产品、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分
别上涨 16.7％、12.9％、3.4％、
3.2％和 1.2％，分别约推动 CPI
上 涨 0.33、0.12、0.1、0.08 和
0.09 个百分点。同期，猪肉和
鲜菜价格下降 2.9％和 9.4％，
分别影响 CPI 下降约 0.09 和
0.31个百分点。

此外，9月份衣着价格同比
上涨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
服务价格上涨1.1％；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价格上涨1.2％；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居住价格上涨1.6％，其中
住房租金价格上涨2.6％；烟酒及
用品价格下降0.6％；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0.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同比下降 1.8％，环比
下降 0.4％。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同比下降 1.9％，环比下降
0.4％。1 至 9 月平均，PPI 同比
下降1.6％。

9月全国CPI涨幅年内最低
同比上涨1.6％；我省涨幅与全国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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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丽水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毛传来） 记者今天获悉，纳爱斯浙
江投资有限公司拟以13.5亿元新台
币（2.72 亿余元人民币），收购台湾
妙管家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核准收购项目，
有关程序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记者看到，省发改委网站也显示了

相关信息。
台湾妙管家股份有限公司创办

于 1985 年，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清洁
用品制造、批发及零售品牌，2004
年进入大陆市场，上市以后倍受消
费者青睐。此前有媒体报道，妙管
家“公司第二代”不愿意接班家族事
业。

纳爱斯收购“妙管家”

本报讯 （记者 白丽媛） 日前，
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印发《浙江省省
级政府部门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收
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根据《意见》相关规定，我省免
征一批行政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
费。根据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和从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角度出发，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质监部门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书收费等 3 项收费省级予
以免征，国土部门的矿产资源勘查
登记费等6项收费全省予以免征。

逐步转出一批检验检测等事务
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政府职能
转变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卫生部门的
卫生监测费和医学诊断、鉴定费以
及文化部门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费等 3 项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管理。

我省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

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小向 通
讯员 陈璇）“2014 浙江·台湾合作
周”日前开幕，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小
企业论坛暨海峡两岸民营经济创新
发展论坛在温州举行。海峡两岸近
280余位工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嘉宾，
围绕“深化两岸民企创新合作，打造
两岸时尚示范之城”等议题展开探
讨，并签订相关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的合作周以“时尚创新·携
手共赢”为主题，在主论坛之外，分
别举行了五场关于两岸中小企业、

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养老服务业、观
光农业对接会及投资机构与民营企
业发展研讨会。

280 多位两岸与会嘉宾以研
讨会形式，展开充分讨论与对接，
并签订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战略合
作、养老交流合作、股权投资战略
合作等意向协议。台湾创业投资
商业同业公会、台湾股权投资协会
秘书长苏拾忠希望借合作周的机
会，拓展两岸民营企业与投资机构
发展的金融渠道。

温州举办浙台合作周

本报杭州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袁华明） 以“文化促进建筑进步”为
主题的第十届亚洲建筑国际交流会
今天在杭州开幕，本次交流会由中
日韩三国建筑学会主办，400 多位

来自亚洲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会
议。

本届会议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
研讨，将就文化在促进建筑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作用做出新的阐释。

亚洲建筑交流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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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松阴溪自西北至东南贯穿,拥有浙西

南最大山间盆地——松古平原的松阳，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早
在唐宋时期即被誉为“世外桃源”。“按节下松阳，清江响铙
吹”；“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优美古诗句便是对松阳独特
山水的贴切描写。2009年，松阳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2013年松阳以其优秀绩效再度被列为全国第五
批小农水重点县。整治山塘蓄水源，改建灌渠润大地，高效节
水提效益，对小农水建设连年不懈的推进正让松阳大地处处
呈现和谐美好。

走进小农水重点县

新建好的渠道水流顺畅，将
清澈的山水从水库和溪流引入
田间，左边是成熟饱满的玉米，
右边是郁郁葱葱的茶园。站在
松阳县斋坛灌渠改造现场，放眼
望去，一片欣欣向荣。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松阳
素有“处州粮仓”之称。2012 年
的统计显示，松阳共有耕地27.43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12.53 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 11.11 万亩，其中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27 万亩，当
年 全 县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14.33 万
亩，总产量为 5.21 万吨。有效灌
溉面积、节水灌溉面积的占比处
于较低水平，无疑制约了松阳三
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之相对应，由于灌排面积
广、工程量大，前期水利设施投
入不足，松阳农田用水排涝矛盾
突出，农田应有的经济效益不能
有效实现。为此，在第五批小农
水重点县建设中，松阳县瞄准建
设高标准农田目标，制定建设方
案，对各项目区进行灌、排渠道
配套改造，使项目区符合高标准
农田要求，打通农田水利设施最

后一公里，让渠系畅通，提高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斋坛项目区现场有一块面
积大约 3 平方米的大型告示牌，
十分详尽地标明了项目分布地
形图、渠道名称、渠道情况和涉
及的行政村。该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建设沟渠 22.21 公里，
建设排水沟 3.78 公里及配套沟
渠建筑物，涉及斋坛、桐村、东关
等 10 个行政村，总投资 879 万
元，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5553
亩，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1385 亩，
改善灌溉面积 2310 亩，改善排涝
面积2435亩。

在松阳全境，正在实施的小
农水重点县专项资金项目包括
改造中型灌区末级渠系 9 处，建
设高效节水面积 4100 亩，项目总
投资达 9054 万元。整个项目从
2013 年至 2015 年分 3 个年度实
施，共实施灌区改造 9.28 万亩，
将新增高标准农田 8.495 万亩，
改善防洪排涝面积 2.11 万亩，改
善灌溉面积 3.99 万亩，新增有效
灌溉面积 4.21 万亩，新增节水灌
溉面积2.96万亩。

强健最后一公里

主持：张萍 zjreport@163.com

文 / 黄珈艺

“今年雨水充沛，风调雨顺，
作物生长一片大好。但如果遇到
严重旱情，像在去年连续高温干
旱季节，这些小农水设施就派上
了大用场，避免茶树干枯死亡，减
灾效应十分明显。”站在松古平原
大片的茶园前，松阳县水利局党
组成员吕建华有感而发。远处碧
绿的茶园里，人们正在忙着改造
渠道，由于地处茶园深处，人们只
能以肩挑手提方式一趟趟地运送
着建筑材料。

作物灌溉向来就是个系统工
程。确保有水可灌，水源工程同
样至关重要。而像在松阳这样的
山区县，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山塘
水库。“第一批重点县完成了山塘
综合整治 76 座，水源工程主要是
在那时实施，之前还有我们省里
部署推行的对水库的除险加固。”
松阳县水利局工作人员介绍道。

至 2010 年底，松阳县已完成
全部病险水库、部分主要病险山
塘的除险加固。根据规划，到

2015年，松阳将完成155座10000
立方米以上（含 10000 立方米）山
塘的除险加固；到 2020 年，将完
成 907 座 10000 立方米以下山塘
改造任务。整治后的水库山塘均
配有巡查员，其中水库由各乡镇
或受益区派专人负责，山塘则由
受益村派专人负责，巡查人员报
县水利局备案，巡查经费由县财
政每年予以补助。

此外，松阳县还实施了 2012
年小型农田水利专项（农村河塘
清淤整治）工程，整治山塘 16 座，
总投资 1115.36 万元。该工程是
2012年中央财政追加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项目，使得 41.1 万立
方米库容得以恢复和新增，灌溉
保证率达到 85%以上，年新增蓄
引提水能力123.3万立方米，恢复
和改善灌溉面积0.591万亩，新增
粮食生产能力62.3万千克。

看着松阳大地满目的苍翠，
我们不由得感叹为有活水滋润人
们付出的汗水与心血。

源头活水不尽来

一辆自行车，一个背包，畅
游在青山绿水之间，或缓缓而
行，领略自然风光的点滴细节；
或急速飞驰，感受挑战极限的
刺激。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环保
的运动旅游方式，为越来越多
都市年轻人所喜爱。位于松阳
县新兴镇横溪村的大木山骑行
茶园，就是这么一个时尚十足
的好地方。

走进大木山万亩茶园，目
及之处，皆是一片青翠。层层
叠叠的茶树，从丘陵延伸到平
地。自行车骑行道穿插其中，
茶香混着淡淡的花香，让人不
禁心旷神怡。“我们的目标是要
把这万亩茶园打造成国家 4A
级景区，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
绿色生活。”说到大木山骑行茶
园的发展前景，新兴镇副镇长
占利军信心满满。

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为打
造万亩生态茶园提供了底气。
走进茶园可以看到茶树间错落
有致地分布着喷灌喷头。阀门

一开，喷口匀速旋转，两股细细
的水柱从喷头中喷射而出，均
匀地洒到周围的每一棵茶树。

“没有喷灌技术，旱季茶园需要
雇佣大量人工来浇水施肥，花
费巨大，也制约了茶园的规
模。喷灌技术可以结合施肥，
节省劳力，又能够节约用水。”
陪同人员告诉我们。

同时，微喷灌技术还能够调
节微气候，有效提高茶叶质量和
效益。“喷灌技术冬天能缓解霜
冻，控制温度，提早茶叶上市的
时间，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能提
高产量，亩产能提高约 1/3。”目
前，松阳县节水灌溉面积已达
11.11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2.27万亩。

小农水重点县各个项目的
实施，正在全方位掀起松阳农
田水利建设新高潮，“旱能灌、
涝能排”，农业生产条件和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获得快速提升，
古老的松阳大地神采焕发、魅
力尽显。

农业注入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