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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0日上午主持召开新一
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宣布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分
工和国务院机构设置，讨论通过了《国
务院工作规则》，对政府工作进行了部
署，新一届政府开始全面履责。

关于今年工作，李克强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作了全
面部署，关键在抓好落实。一是持续发
展经济，做到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
促进经济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
益，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二是不断
改善民生，围绕保障基本民生，做到织
好网、补短板、兜住底，让人民群众安心
创业就业。三是促进社会公正，从制度
上为所有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
公平发展的机会。四是建设创新政府，
各部门都要有改革的举措，用制度创新
来推动发展。五是建设廉洁政府，要坚

决落实国务院向社会承诺的“约法三
章”，勤俭过日子。六是建设法治政府，
各项工作都要依法行政，对不符合科学
发展、有碍社会公正的法规政策和规则
进行清理。

李克强强调，这次机构改革力度不
小，要抓紧落实改革方案，保证改革中
各项工作“无缝对接”。但转变职能的
任务更加艰巨，这是新一届政府开门要
办的第一件事。各部门都要自觉行动，
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绝不能“换
汤不换药”。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
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
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
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
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
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

李克强着重就做好政府工作提出
了六点要求：

第一，有全局意识。各部门都要从

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群众利益的高度
想问题、办事情，这样留下的业绩才是
久远的。如果被部门和局部利益牵着
走，不仅损害全局，从长远看对部门也
是不利的。

第二，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中央的政策要尽可能符合地方
的实际，少搞一刀切，让地方有施展空
间，更好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地方要强
化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自觉维护党中
央、国务院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

第三，在谋大局当中抓重点。各部
门要抓住矛盾最集中、群众最关心的事
情，围绕国务院工作全局，突出重点，力
争一年解决几个关键问题，积跬步至千
里，让人民群众心中有希望。

第四，锐意改革形成长效机制。
做工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
干对当前有用、对长远有利的事情。
要注重发挥体制机制的作用，机制的

建立要符合长远的方向，不能今天建
明天改，不能使今天的改革成为明天改
革的障碍。

第五，把有限的钱花在建机制、增
效益上。未来财政收入很难持续高速
增长，而民生等领域的支出是刚性的，
这就要求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要注
重“花钱换机制”，机制建设要尽可能完
整，不能“碎片化”，以收到事半功倍之
效。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接受人民
群众监督，以减少和避免腐败。

第六，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
行力和效率。要加强政府政风建设，树
立风清气正、办实事、能干事的形象，这
样政府才有公信力，人民才会和政府一
道攻坚克难。政府说到就要做到，不能

“放空炮”。国务院做出的决定一定要
不折不扣地执行，决不能搞变通，各级
都要加大督查力度，没有做到的要问
责，不能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转变职能绝不能“换汤不换药”新华社西宁3月21日电（记者 庞书纬 何伟）监测数据
显示，自2004年年底以来，三江源头干流水质已连续8年达
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类以上标准，水质整体优良，其中
澜沧江干流青海段水质基本达到一类标准。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杨汝坤介绍，自《青海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05年实施以来，青海省
采取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湿地保护等综合措施，使
三江源头生态治理取得重要成果。长江、黄河、澜沧江径流量
明显增加，而且水质优良。

据青海省气候中心监测，2005年至2012年，黄河上游、
长江源区平均径流量分别为 673.4 立方米/秒和 544.2 立方
米/秒，较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4 年平均径流量分别偏丰
29.2%和48.6%。

截至2012年年底，青海省各级环保部门在三江源头地区
原有23个地表水水质监测点的基础上，新增16个饮用水水
质监测点，从而保障三江源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
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
区。每年向下游输出水量超过600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约20%、黄河总水量的近一半、澜沧江总水量的约15%来自
该地区，因此享有“中华水塔”美誉。

三江源头干流水质
连续8年保持优良

据新华社哈尔滨3月21日电（记者 邹大鹏）黑龙江省
边防公安部门21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从俄罗斯进入我国境
内的野生东北虎所携带的定位项圈已经脱落，寻找难度增加。
50余人组成的搜虎队已将搜索范围扩大至方圆50余公里。

“从目前情况看，这只不请自来的野生东北虎不仅是跨境
‘串门儿’，而且还有可能是来‘相亲’的。”长期关注野生东北
虎问题的国家林业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姜广顺分
析，俄罗斯在中俄边境地区建立了数个自然保护区，其间有国
际生物通道相连。根据俄罗斯方面反馈的情况，3月8日，这
只野生东北虎在追逐一群野猪时，从国际生物通道误入中国
国境。从种群繁殖的角度看，东方红林业局近两年发现有野
生雌性东北虎，而这只野生雄性东北虎的到来，有助于联姻改
善种群质量和数量。

由于所携带定位项圈脱落，这只东北虎的行迹变得难以
追踪。当地林业、边防公安等部门50余人组成的寻虎队仍在
东方红林业局大岱林场、石场林场附近搜索，范围已经扩大至
方圆50余公里。

监测结果表明，在乌苏里江西岸至西林子是东北虎最重
要的迁移通道，发生迁移活动的频率最高。对此，当地林业和
边防公安部门已经在附近林区巡逻，布置条幅，谨防群众误入
老虎活动区。同时，组织人力从25日开始启动大规模巡山清
套活动，防止偷猎者布置的钢丝套伤害东北虎。

野生东北虎跨境“串门儿”
定位项圈脱落寻虎难度大

新华社洛杉
矶 3 月 20 日电

（记者 郭爽）美国研究
人员 20 日发表报告说“旅

行者1号”探测器已脱离太阳系，
不过美国航天局官员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还不能确认这一点。这些
争论表明，人类正在迎来人造物体飞出
太阳系的历史性时刻。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和马里兰
大学的研究人员 20 日在《地球物理研
究通讯》网络版发表论文说，去年 8 月
25日，“旅行者1号”探测器接收到的宇

宙射线发生剧烈变化，通常存在于太阳
系外层的相关种类射线跌至先前水平
的 1%，同时来自太阳系外部的宇宙射
线则达到先前水平的两倍。

这是美国航天局1977年发射这一
探测器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而探测器
在过去 6 个月中宇宙射线水平比较稳
定。研究人员因此认为，“旅行者1号”
探测器已经成为首个脱离太阳系的人
造物体。这一结论如被证实，将是人类
太空探索历史中的重要时刻，标志着星
际探索新时代的到来。

不过，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旅行者”项目负责人苏珊娜·多德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说，项目团队注意到了
认为“旅行者 1 号”探测器已脱离太阳
系的研究报告，尽管这份报告所引用数
据是正确的，但项目科学家团队并不同
意“旅行者 1 号”探测器已离开太阳系
或者抵达星际空间的说法。

多德说，“旅行者1号”探测器目前
位于距太阳约182亿公里的位置，处于
太阳系的边缘。判断它是否进入星际空
间还有最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磁场方
向的变化，目前项目组尚未探测到这一
变化，“我们仍在等待这一时刻来临”。

“旅行者1号”探测器于1977年升
空，在1989年完成观测木星、土星等星

体的最初任务后，美国航天局指令其向
银河系中心方向进发。美国航天局去
年12月发表声明说，“旅行者1号”探测
器进入了太阳系外层区域，这一区域仍
位于太阳系内部，但外部与星际空间相
连，是“旅行者1号”探测器进入星际空
间之前在太阳系最后一段旅程。

虽然关于“旅行者 1 号”探测器是
否已经到达星际空间仍存争论，但这不
影响它持续产生的科学价值。最新研
究报告的主要作者、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科学家比尔·韦伯表示，“我们已经进入
一个新的区域，所观测到的一切都不同
以往且令人兴奋”。

人造物体飞出太阳系时刻人造物体飞出太阳系时刻
正在来临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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