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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1日发布消息说，一年多
来，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扎实稳妥推进，中央和国
家机关本级公车改革已全面完成，地方党政机
关车改正积极推进，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正在
启动实施。

2014年7月，《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印发，备受关注的公车改革
正式启动。

国家发改委介绍，截至 2015年底，中央和
国家机关 140个参改部门参改车辆全部封存，

司勤人员全部安置，补贴全部发放到位，车辆处
置全部公开，处置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各项改革
措施均已顺利落实，改革后公务出行实现多种
方式有效保障。

初步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 140 个部门
共取消车辆 3868 辆，保留符合条件的 2391
辆 ，取 消 的 占 62%。 各 部 门 涉 改 公 务 人 员
49355 人，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按司局级每人
每月 1300 元、处级 800 元、科级及以下 500 元
执行。

初步测算，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节支率为

10.5%。综合测算司勤人员养老、医疗、办公用
房、停车泊位建设和租赁费用等潜在支出，车改
实际节支率还将有所提高。

各部门封存停驶车辆经验收合格后，移
交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处置。到达报废年限
的进行解体，其余的公开拍卖。已举办 26 场
拍卖会，共 2672辆车拍出，总成交价 15665.95
万元，平均溢价率 65.15%。处置收入抵扣相
关税费后，按照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上缴
国库。

据新华社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
140个部门共取消车辆3868辆 车改节支率为10.5%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工业集团董事长孙
勤 1 日说，践行核电“走出去”战略，中国力争
2030年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约 30台
海外机组。

孙勤说，国际上现在有 70 多个国家已经
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占 40 多个，正在计划发展的有 10 多个国
家。预计到 2020年，全球将新建约 130台核电
机组，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周边国家将占到
新建机组数的约 80%。“一带一路沿线人口约
44 亿，如果这一区域核技术应用发展可以达

到美、日的水平，将是一个约 4 万亿元的巨大
市场。”

目前，中核集团已与阿根廷、巴西、埃及、沙
特、南非、英国、法国、约旦、亚美尼亚等多个国
家签署合作协议。

医学是核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孙勤介绍
说，中核集团自主研制成功了 100兆电子伏质
子回旋加速器，“利用质子束治疗癌症，质子射
线在轰击癌细胞的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
体正常组织。”目前，中核集团正在积极推进国
产质子医疗装置产业化和质子治疗产业发展，

第一个示范中心即将落成。
孙勤说，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联合国内船体平台研发、设计和制造单位
已完成针对我国海域的浮动核电站初步设计和
关键技术攻关工作，具备示范堆建设基本条件，
计划2016年底启动示范堆建设，2019年建成运
行。

“它可以为海上钻井平台、海岛开发、偏远
地区等提供热电水等能源需求，满足供电、供
热、海水淡化、核能制冷等多元化发展需求。”孙
勤说。 据新华社

我国计划2016年底启动浮动核电站示范堆建设
力争2030年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建30台核电机组

在长征五号这位“身高”56.97米、最大起飞
质量重达 867吨的“大块头”护送下，“嫦娥”探
测器将以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从神州大地出
发，安全到达月球，回广寒宫“探亲”，采样后返
回地球。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将于2017年前后
成为现实。

“长征五号是我国即将于今年实现首飞的
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推力
最大的绿色环保火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院长谭永华 1日说，长征
五号将成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建设和探月工程的
主力火箭，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全面开启“绿色
环保大推力”时代。

2016年，长征家族中的新晋“老大”——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将正式首飞。谭永华说，此次长
征五号与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使用的120吨级发

动机，都是液氧煤油发动机。具有高能量特性、
无毒无污染、可实现自身起动、大范围推力调节
等突出优势，是当今世界航天运载器十分重要的
动力装置，也是航天技术先进性的标志之一。

航天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涡轮泵又是
发动机的“心脏”。这颗“心脏”到底有多强呢？
谭永华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液氧煤油发动机的
涡轮泵，产生的最高压强可达到500个大气压，
相当于能够把上海的黄浦江水，打到5000米的
青藏高原。”

液氧煤油发动机除了绿色环保外，还具有大
范围推力调节能力等多个优势。“如同自动挡的汽
车，可以实现无级变速。对于载人航天来说，通过
推力调节，可以有效降低火箭飞行中的加速度，提
高航天员的舒适度，降低对航天员的体能要求，使
普通人也有望遨游太空。”谭永华说。

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航天飞机开始，世界
航天运输经过了从追求完美功能、卓越性能逐
渐向环保可靠、成本低廉的方向过渡的重大转
变。重复使用是降低发射成本的有效途径。
SpaceX公司猎鹰火箭的垂直回收试验，引起世
界广泛关注。谭永华认为，运载火箭要实现完
全重复使用，还存在一些技术障碍，短期内很难
实现发射费用降低目标。

随着“太空旅游”热逐渐升温，普通中国民
众自然期盼有机会也能像杨利伟、刘洋那样，遨
游太空。对此，谭永华坦言：“我国目前的运载
火箭与飞船的技术本身，特别是可靠性方面，实
现太空旅游不存在什么问题。最关键的，就是
要不断降低航天运输和天地往返系统的成本；
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绝不能影响航天运输的
可靠性。” 据新华社

我国实现太空旅游技术本身没问题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如同自动挡汽车 使普通人也有望遨游太空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
开幕，已有32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即将召
开的全国两会。“十三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国宏观经济走向、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
动态等，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热点。

新华社昨天发表评论说，今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也是“十三五”开
局之年，各界期待让两会助力治国理政的新征
程，在“十三五”结出更多发展的硕果。

3月1日起，来自京外的全国政协委员陆续
抵达北京并向大会报到，准备出席全国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

“您今年准备了什么提案？”“您最关注什么
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植
物营养与分析研究所所长姚一萍刚走出车厢，
便立刻被等候在一旁的记者们团团围住。

“这几年，我也在连续提案，希望国家加强
耕地保护的立法工作，强化农业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保证我国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为
此，我从自治区东部走到自治区西部，围绕这几
个方面做了大量调研。”姚一萍说。

“教育扶贫”是今年全国两会委员们提到
的“高频词”之一，许多委员就如何深化教育供
给侧改革、提升贫困人口教育水平的问题积极
建言。

“一方面是很多中职学校招生困难，另一方
面针对数亿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服务严重不
足，我们建议盘活中职教育资源，降低入学门
槛，让农民工边打工养家边上学培训，让教育成
为个人进步的推动器和社会流动的润滑剂。”民
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

“全面二孩”实施后，后续的配套政策如何
跟上也是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全国政协委员、
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忠专门带来了一个
破解儿童“用药难”问题的提案。“我国专门为儿
童生产的药品不足5%，近半儿童用药存在超量
问题。”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明天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