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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老河口市一小学 27 日晨发生

一起踩踏事故，造成 4 人死亡、11 人受伤。

目前，受伤学生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8 时许，老河口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初步认定该事件为责任事故，8 名干部

被免职撤职，4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老河口市通报，因该校新宿舍楼正在

建设中，一栋四层楼的综合楼被改造为临时

学生宿舍楼。早晨 6 时左右，因值班老师张

继辉、杜贵体没有按时打开一楼铁门，致使

急于出门的学生们下楼时相互拥挤，将铁栅

栏门挤开，之后发生踩踏事故。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小学为湖北与河南

交界的一所乡村小学，共有 952 名学生，其

中住校生 502 人。发生事故的宿舍楼共 4

层，生活老师与学生同住2至4层，只有一个

楼梯通道，被挤开的铁门已完全拆除。学校

当天的教学秩序未受影响。

事故发生后，襄阳及老河口市委、市政

府领导第一时间带领相关部门赶到现场处

置，组织抢救工作。截至 15 时，其中 3 名受

伤较重的学生均诊断为挤压综合征，目前无

重大器官严重损伤等危及生命情况，生命体

征稳定。

目前，部分受伤学生被送往老河口人民

医院，另有伤情严重的学生被转送到襄阳市

中心医院，院方组织了专家组展开救治。

据了解，当地政府部门正对事故进行调

查处理。

（据新华社）

近日，一则题为《新交规到底是为了处

罚谁？谁在迎风而上遮挡车牌？》的网帖引

起网友广泛关注，质疑声不断。2 月 26 日

18 时，江苏沛县公安局对此回应说，警方已

经成立调查组，并积极展开调查核实，两遮

挡涂改号牌车辆分别为沛县公安局监控办

维修专用车和开发区城管分局执法车。沛

县交巡警已经按照新交规对相关责任人做

出从重处罚，分别罚200元、扣12分。

该帖在2月20日发出后，引起众多网友

围观。网友“浊世清莲001”跟帖质问，“最严

交规，目的是规定谁的？”网友“Px518”也质

疑：“不明白这些单位的车为什么要遮挡住车

牌，难道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2月26日下午，沛县城管局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帖所反映两执

法车中其中一辆“城管执法”车辆经核查后，

确为沛县城管局开发区分局车辆，是刚上班

不久的协管队员驾驶车辆时所为。有媒体

曝光后，县城管局很快做出处理，辞退该协

管队员，并处以 500 元罚款，同时也交由当

地交巡警部门处理。

对于另外一辆标有“警察”字样的警车，2

月 26 日 18 时左右，沛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则回应称，在看到有关论坛反映后，沛县警方

迅速成立调查组专门调查此事。经认真调查

发现，该车辆为沛县公安局监控办维修社会

面监控的专用车，此车辆在春节期间已被暂

时封存，由于过节，就在该车前头贴上春联红

色“福”字。节后，民警发现车况有些问题，随

即开车到附近修理厂准备维修，在途中被网

友发现该车有遮挡号牌行为。沛县公安局已

经对驾车民警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作出书面

检查。同时，县交巡警大队已经依法对驾车

民警也作出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综合）

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记者 吴晶

晶）造成严重雾霾天气的“元凶”之一PM2.5

现在已为广大公众所熟知。但 PM2.5 是一

个字母词，至今还没有统一规范的中文名

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研

究并广泛征求意见，准备为 PM2.5 确定一

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称。

据介绍，粒径小于 100 微米的颗粒物，

英文简称 TSP，中文名称为“总悬浮颗粒

物”；粒径小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即 PM10，

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而粒径小于 2.5 微

米的颗粒物即PM2.5，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

的中文名称，现在媒体上和学界有“可入肺

颗粒物”“细颗粒物”“超细颗粒物”“细粒子”

等各种说法，比较混乱。

27 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就 PM2.5 中文定名问题举行专家研讨会，

来自大气、环境、物理、医学、语言学等领域

的专家纷纷为 PM2.5 的中文名称“支招”。

部分专家建议采用“细颗粒物”的名称，也有

专家提出可以采用“颗粒物2.5”“粒径2.5微

米及以下颗粒物”等名称，还有专家提出为

了公众理解和媒体使用方便，可以俗称为

“烟尘”或“细飘尘”。

据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近

期将在有关媒体上刊登专家建议，在广泛征

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

系统性、通用性等原则，力争给 PM2.5 确定

一个科学恰当的中文名称。

湖北省老河口市一小学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4死11伤 8名责任人被免职撤职

发生踩踏事故的楼梯口

我国拟为
“PM2.5”定中文名

江苏沛县两执法车辆
遮挡涂改号牌
警方对其重罚

“危中求机”：助推经济总量五年翻番
过去五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五年。

五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

速度，经济总量从26万亿元增加到约52万亿元，

按现价计算翻了约一番。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

界第二。新增就业达到5870万人。财政收入从

5.1万亿元，增加到11.7万亿元，也翻了一番。

应对危机中加快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推动

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

速快于东部地区，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

五年间，无论国际经济局势如何巨浪汹

涌，我们始终紧握发展的主动权，世界影响力

迅速扩大。

“强农惠农”：粮食“九连增”农民增收“九
连快”

五年间，国务院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

力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尤其是面对国际金融

危机的冲击，更是密集出台八项措施，稳定农

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五年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

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

到 2012 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见

的“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连续三

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农民收入增速快于

城镇居民，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

“上天入海”：以创新锻造发展新引擎
中国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中央多次出台财

税、金融、产业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在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自主创新、结构调

整和技术改造的投资约3700亿元，占投资总额

的近10%。同时，国务院多次部署：2009、2010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集中投入1000亿元，加快实

施一批支撑经济增长的重大科技项目⋯⋯

五年间，从神舟七号到神舟九号升空，“中国

高度”实现华丽转身；“蛟龙”号7062米深海下潜

成功，刷新了“中国深度”。 从大型飞机项目开

启，到中国高铁延伸演绎着“中国速度”⋯⋯

“老有所养”：织就世界最大养老保障网
迄今为止，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4.84亿，1.3亿城乡老年居民领到养老金。

这与此前建立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道，

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网。十七大提

出的目标提前八年实现。

“病有所医”：破解13亿人医保的世界级难
题

2009 年至 2011 年医改三年中，中央财政

投资支持 2200 多所县级医院和 3.3 万多所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使基本药物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降低 30%

左右。

五年来，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

障体系初步形成，参保人数超过 13 亿，覆盖

95%以上城乡居民。

如今，医改还在继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已至攻坚阶段。

“住有所居”：启动史上最大规模保障房建
设

2007 年中央财政开始大幅度增加保障房

投入，达到 72 亿元。2012 年，猛增到 1858 亿

元，翻了20多倍。

五年来，全国共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

户区改造住房超过 3000 万套，基本建成 1700

万套以上。今年还要将地级以上城市外来务

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目前，尚有 1200 多万户棚户区住房亟待

改造。人们期待着保障房建设的宏大续篇。

“学有所教”：首次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占Ｇ
ＤＰ４％目标

2012 年 ，财 政 教 育 投 入 首 次 占 到

GDP4%，教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

五年来，我国全面实现城乡九年免费义务

教育，惠及 1.6 亿学生。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

目前，我国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

从上幼儿园起就受到资助，上小学、初中学杂

费全免，贫困寄宿生还可享受生活补助；读中

等职业高中、普通高中，每年可获 1500 元助学

金；读大学每年可获 3000 元国家助学金，还可

享受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

“救灾恤患”：有效应对灾害科学重建家园
在灾难中，中国应急机制趋向完善。汶川

地震 7 个月后，中国就修订了防震减灾法。如

今，从国家到地方的应急机制已建立起来，各

类应急救援队伍总规模达到 100 万人，可在最

短时间应对危机。

灾难过后，党和政府对恢复重建制定科学

的方案和条例，给予充裕资金支持，实行对口

支援，重建美好家园。一系列决策，体现出对

自然和科学的尊重。

“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08 年 5 月 1 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

实施。12 天后，汶川地震 25 分钟后我国政府

就向社会发布灾情信息；6 月 1 日，民政部要求

有关部门将所有救灾资金和物资及其使用情

况予以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011 年，中央部门出国（境）、公车购置及

运行、公务接待等“三公”经费在舆论高度关注

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政务公开只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一个缩影，

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与服务政府的工作仍

在进一步推进之中。

“改革攻坚”：释放发展转型新动力
应对金融危机靠改革。危机催生了增值

税转型改革，2009年实施当年就为纳税企业减

轻税负1200多亿元。

推动结构调整靠改革。全面推行成品油

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

制，制定出台差别电价、可再生能源加价等，有

力推进节能减排。

实现社会公平靠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在

2013 年 2 月初迈出关键一步——国务院批转

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

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

逐步缩小等主要目标。

五年来，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有商

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部完成。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实现了“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目

标。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间投资、规划教育

改革、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改革，就像

一个巨大的杠杆撬动着中国经济转型。

改革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仍有一

系列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破解。五年风雨兼程，

五年砥砺前行，开启了一个通向未来的新起

点。从这里出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绘就新

的蓝图⋯⋯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砥砺奋进的时代图景
——盘点本届政府五年工作十件大事

环境：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五年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本届政府恪尽职守，扎实工作，十件大事，勾勒出促进科学发
展、推动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的时代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