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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 月 17 日电（记者廖君、
冯国栋） 28 万人，这是 2017 年留在武汉就
业、创业的大学生毕业生人数。一年前，这
个数字还不到 15 万。论区位优势，论发展
程度，武汉不及“北上广”。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
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从去年开始，地处

中部地区的武汉大力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
创业就业工程”，不仅用政策让人才“走进
来”“留下来”，还用前瞻的产业布局提供
广阔发展空间，让人才真正放手“干起
来”，谋划武汉新时代发展的新篇章。

“零门槛”落户让人才“走进来”

28 岁的法医学硕士马静红毕业于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2015 年，他放弃上海
公务员的工作机会，选择和“师兄”留在武汉

创业，创办了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
由于刚毕业在武汉没有购房，马静红不

符合落户政策。没有户口的他总觉得缺少一
种归属感。“在外创业就如飘萍，心里没
谱。”

去年，武汉不断降低大学生落户门槛，

基本实现“零门槛”：无论本科、专科，只
要在 40 周岁之内，凭大学毕业证即可登记
落户，博士、硕士则不受年龄限制。“马上
办、网上办、一次办”，“落户新政”彻底
解决了马静红的担忧。

落户新政的实施就像催化剂，引发了前
所未有的高素质人才留汉落户热潮。如今，
博士、硕士月均落户量上升超过八成。截至
去年底，在武汉新落户的大学毕业生达
14 . 2 万名，是 2016 年的 7 倍多。

“留住大学生，就留住了未来。”湖北
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说，“武
汉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拥有 89 所
高校。科教人才是武汉的优势，也是湖北的
竞争优势。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要以最大
诚意留人才。” (下转 8 版)

种政策“梧桐树”，迎人才“凤筑巢”
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创业就业工程”破解人才瓶颈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刘红霞、郁琼源)财政部
17 日对外发布，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64706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 188174 . 3 亿元限额之
内，其中，有大约 1 . 72 万亿元的债务需要置换。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整年，全国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 43581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3619 亿元，专项债券
19962 亿元；按用途划分，新增债券 15898 亿元，置换债券
27683 亿元。这是财政部首次发布全年地方债的细账。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全国地方债余额为 164706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103322 亿元，专项债务 61384 亿元；政府债
券 147448 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17258 亿元。
这意味着，2018 年，剩余的大约 1 . 72 万亿元债务将需要进行
置换。

审计署在 2017 年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说，我国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地方政府存在通过融资平台公
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不容忽视。

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的主要原
因包括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项目实施责任不落实、一些
金融机构推波助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问责不到位等。

财政部首次发布

地方债年度细账

本报记者邹云、阳建、张玉洁

“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开放，把
创新和开放作为湖南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2016 年 11 月，湖南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这是湖南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握
“一带一部”定位、担当中部崛起引擎的
主动作为，也是基于“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的创新传统和基础、借鉴发达地区经
验弥补内陆开放短板的客观选择。

辞旧迎新，三湘大地焕发生机。过去
的 2017 年，湖南省针对“创新引领”和
“开放崛起”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展现了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趋优的良好
“气质”，预计全年 GDP 增长 8%。当中，
创新力量在蓄积、开放水平在提升，犹如
“双引擎”一般，驱动湖南经济迈向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

抓源泉 创新引领增长

“2017 年营收增长近一倍，效益增
长超一倍。”两年前还是亏损的湖南工程
机械巨头山河智能，如今已实现了从止
损到盈利的“逆袭”。“先导式创新模式让
我们摆脱了下行调整周期。”公司总经理
夏志宏说。

用于冶炼炉的推料车，仅两个月就
完成产品研发到交付；节能高效的混合
动力挖掘机可省油 20% 以上……在全
球工程机械行业深度调整期，山河智能
依靠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创新意识，根据
客户需求研发“短平快”产品，有效对冲
了传统产品的萎缩。

创新，从来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
支撑产业繁荣的永恒动力。对“先天”不
占优的湖南而言，创新是改变发展命运
的希望所在。

划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明确责任分
工，部署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行动计划，
设立联合基金确保科技资金使用更加聚
焦、协同、高效，率先全国设立创新奖以
让“全面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实施长株
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
2017 年湖南举全省之力抓创新。

深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湖南加快
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制造
强省”资金每年优先支持 30 项关键技术
攻关、100 项重点新产品开发、100 项目
重点专利技术转化。首次实施 52 个创新
创业技术投资项目，以 1 . 5 亿元财政资
金撬动了 38 . 6 亿元社会资金。

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创新机制更加
灵活，创新成果推陈出新，实打实地“引
领”了 2017 年湖南经济的增长：移动互
联网、航空动力、激光陀螺、北斗卫星导
航等一批产业新增长点“百花齐放”；创
新引领的新动能迅速壮大，新增国家级、
省级高新区 12 家，新增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125
家；产业发展中高端化日趋明显，2017

年前 11 月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5%，技术合同成
交额增长 80%，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升至 55 . 9%。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及专项数量居中部第一，博世
汽车长沙工厂成为全国首家德国工业 4 . 0 标杆企业，移动
互联网产业年均增速超 40% ……省会长沙已成为中部乃至
中国智能制造当之无愧的创新高地。

“磁悬浮、虚拟轨道列车、无人驾驶电动大巴……无论企
业大小、产业新旧，湖南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明显增强，不断
有新产品推出来。”湖南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说。

补短板 开放带动崛起

新年前夕，湖南省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全货机航线———
长沙至胡志明市货运航线，以满足黄花综合保税区入驻企业
环海渔业对货运通道的需求。这也让长沙黄花机场的进境冰
鲜水产品口岸功能愈加凸显。

在谈项目 200 多个、注册企业 120 多家、投产运行企业
超 60 家、预计实现进出口额 8 . 5 亿美元……这个临空型综
保区封关运行仅半年，就一跃成为湖南开放型经济的“桥头
堡”。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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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纸禁令到
主动作为，因为熏腊
肉这件小事，我要为
政 府 点 个 大 大 的
‘赞’！”拎着刚刚从熏
肉“神器”里熏的油光
发亮的腊肉，重庆市
渝北区龙塔街道龙塔
社区居民李艳芳竖起
了大拇指。

每到岁末年初，
重庆、四川、贵州等地
的群众家家户户都有
熏制腊肉、香肠、柴火
鸡等年货的风俗。各
种腊味用松柏枝点燃
后的浓烟熏过后，浸
染上一层浓郁的松柏
香，格外诱人。

然而， 2015 年
重庆市多部门联动，

一纸禁令将熏腊肉的
事儿禁止了。原因是
熏腊肉味道虽好，但
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太
严重。

传统的熏制办法
是一个铁桶，下面生
火烧松柏枝，上面挂
腊肉。因为熏制要的
就是烟大，所以松柏
枝不能见明火，专门
捂出浓烟。

“因为熏腊肉的
烟太大，常常有人误
报火警。”重庆市渝北
区龙塔街道龙塔社区
党委书记刘姣说，邻
里间因为烟大影响空
气，也时常发生矛盾。

可是，一纸禁令
把熏腊肉禁了，群众意见更大：“我们重庆人
就是爱吃熏肉，老祖宗传下来的，几百上千年
了，哪能说禁就禁了？”

“为民办事，还真不能一禁了之。”重庆市
渝北区环保局副局长陈学军说，本着为民务
实的理念，重庆政府部门向环保装备公司定
制研发了一种“无烟环保腊肉熏制机”。

在龙塔社区菜市场边上的腊肉定点熏制
点，记者看到这种熏肉“神器”。它由熏制箱、
冷却系统和净化系统三部分组成，腊肉挂在
熏制箱，底部加柏树枝密闭熏制，产生的油烟
被风机抽到冷却系统里降温后进入净化系
统。净化系统通过高压放电原理使油烟粒子
带电后吸附在相应的电板上，排出的绝大部
分就是水蒸气了。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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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刘诗平、
张泉)连日来，国家海洋督察组陆续对辽
宁、海南等六省区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进行
反馈。人们看到，一个共性的、突出的问
题，是沿海各地都存在着向海要地的冲动，
普遍存在的不合理乃至违法围填海，给海洋
生态环境、海洋开发秩序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

17 日，国家海洋局举行围填海情况新
闻发布会，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宣布，
结合围填海督察整改工作，国家海洋局将采
取“史上最严围填海管控措施”，以期保护
优先、集约利用的用海理念牢固确立，使海
域开发利用得到可持续发展。

6 省(区)向海要地冲动强烈

存在三大共性突出问题

2017 年，国家海洋局经国务院批准授
权，组建国家海洋督察组，分两批对沿海 11
个省区市开展了围填海专项督察。督察组对

辽宁、河北、江苏、福建、广西、海南开展了第
一批围填海专项督察，同步对河北、福建开展
了例行督察，目前督察意见已全部反馈。

“围填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沿海用地
紧张，为沿海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聚集
区、重化工基地、装备制造基地等提供了承
载空间。但同时，不合理的围填海和违法的
围填海也给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开发秩序带
来了一系列问题。”林山青说。

统计显示，自 2002 年《海域使用管理法》
实施到 2017 年底，全国依法审批填海造地共
15 . 8 万公顷，约占沿海地区同期新增建设用
地的 12%，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 . 5%，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弥补沿海地区
建设空间不足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通
过督察看到，沿海各地都存在向海要地的冲
动，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

督察显示，6 省(区)共性的、突出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节约集约利用海域资源的要求贯彻
不够彻底。部分地区脱离实际需求盲目填

海，填而未用、长期空置，个别项目违规改
变围填海用途，用于房地产开发，浪费海洋
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 违法审批，监管失位。有些地方从
资源环境监管部门到投资核准部门，从综合
管理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责任不落实、履
职不到位问题突出；违反海洋功能区划审批
项目，化整为零、分散审批等问题频发；基
层执法部门对于政府主导的未批先填项目制
止难、查处难、执行难普遍存在；违法填海
罚款由地方财政代缴，或者先收缴再返还给
违法企业。

———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不力，陆源入海
污染源底数不清，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
督察组排查出的各类陆源入海污染源，与沿
海各省(区)报送入海排污口数量差距巨大。

三大原因导致违法围填海存在

对于沿海多地不同程度存在的向海要地
的冲动，不合理乃至违法围填海普遍存在。林

山青指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人
多地少、缺乏用地空间的问题普遍存在，客观
上造成了向海要地的迫切需求。海域使用成
本较低，沿海地区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客观上
刺激了沿海地区向海要地的冲动。

与此同时，土地征用大多数涉及拆迁安
置补偿的人数较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而
围填海造地矛盾相对较少，也使地方政府更
愿意通过围填海来获取土地。

“归根结底是没有切实落实新发展理
念，保护优先、集约利用的用海新理念还未
确立或不够牢固。”林山青说，我们要适应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牢固树立保护优先、生
态用海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加强围填海管控
措施，不断提高海域开发利用和综合管理水
平。 (下转 5 版)

沿海各地都存在向海要地冲动，普遍存在的不合理乃至违法围填海

我国出台最严围填海管控措施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罗沙、杨
维汉)最高人民法院 17 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合理分配举
证证明责任，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
益。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
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
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
文表示，根据这部司法解释，在夫妻双方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未约定归各自所
有，或者虽有约定但债权人不知道该约定的
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如果未举债的夫妻另一方认为该债务不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
明责任。

“当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债
务，尤其是数额较大的债务，超出了家庭日
常生活所需的范畴时，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债权人能否证明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程新文说，
“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据悉，该司法解释将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 （详细报道见 2 版）

最高法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云南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峰街
道晏官屯社区罗小村苗寨曾经是一个远
近闻名的“黑户村”。村里苗族群众是
1983 年开始陆续自发迁徙至此的，他
们没有正式户口，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
生活，散居山林，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多方协调，
曲靖经济开发区翠峰街道为罗小村苗寨
33 户 110 人解决了户口问题，群众得
到了就医、就学、养老等多方面有效保
障。 2016 年，在曲靖经开区管委会的
支持下，苗寨被列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示范点，进行了易地搬迁安置，新建特
色民居 33 套，还修建了进村道路，打
通苗寨与外界的联系，并从基础设施配
套、产业配套等方面进行集中改造；为
解决苗寨群众的长期发展问题，曲靖经
开区扶持苗寨开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引导苗族群众脱贫致富。

上图：村民龙美秀在即将搬迁入住
的新居前留影。

右小图：龙美秀在住了 30 余年的土
坯房前留影。

下图：新建成的罗小村苗寨。

左小图：村民在山林中的旧居。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影报道

“黑户村”新生

1 月 17 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开始吊装作业，预计本月
底前安装就位。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华龙一号”紧张建设中
1 月 17 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

村群众欢聚一堂，吹芦笙、唱苗歌、跳苗舞、品百
家宴，欢度苗年。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大苗山欢度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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