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有长沙市民反映， 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的限高架好像一下子多了起

来，且由4米限高调整为2.5米，几乎触手可及。记者了解到，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

此前已被归为四类桥梁，主要部件出现功能性病害，必须降低通行荷载与车速，

或封闭交通。从6月9日起，长沙交警部门禁止货运机动车辆、大型客车等高于2.5

米的车辆通行。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了解到， 由于近期各地频繁

发生桥梁安全事故，省高管局决定在7月

20日至8月31日对全省高速公路运营桥

梁集中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

理行动。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省高速公路

运营桥梁总数为2760座（含渡槽），总长

度达297.2公里。其中特大桥20座，大桥

634座。去年检测显示，桥梁整体状况较

好。

此次将重点检查使用年限长、 设计

荷载标准低的桥梁；跨江河特大桥、大桥

和特殊结构的桥梁，以及超限、超载车辆

行驶较为集中路段的桥梁等。

■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吕高安 江钻

全省2760座桥梁将“体检”

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限高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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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8日讯 今天上午，株洲市

召开《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总体实施方案》（送审稿）评审会，宣布

投入476亿元治污， 在2014年前整体异

地搬迁6万余名居民，3.62万人将纳入城

镇社会养老和社会医疗保险。

6万余居民异地搬迁

此次搬迁区域包括石峰区清水塘片

区和天元区新马片区。其中，清水塘片区

涉及铜塘湾街道、响石岭街道、清水塘街

道3个街道，建设村、清水村、霞湾新村等

12个行政村，共3.32万人；新马片区涉及

2个乡镇和1个街道办事处共15个行政

村，2.96万人。

安置采用货币补偿和集中联建安置

住房相结合的方式， 考虑先进行安置住

房的集中建设， 再按相关标准将剩余的

货币补偿逐步到位。

石峰区清水塘片区第一集中安置区

设在铜塘湾街道新桥村；第二集中安置区

设在清水塘街道大龙村；第三集中安置区

设在湘氮医院旁，北邻铁路片区，总用地

面积900多亩。

天元区新马片区集中安置区设15个

安置点，分别位于泰山西路、万丰南路等

处。

十年建成生态工业新城

此次综合治理并不是单纯的搬迁，

为彻底改变清水塘地区不尽人意的环

境，株洲将在治污的同时，加大区域基础

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体系的建设。 届时

清水广场以南将呈现一个清水上湖，而

霞湾港入江口则建清水湖，两湖相望，清

水塘片区已然颇具生态宜居体系。

株洲市的雄心并不只如此， 该市希

望借着此次治污的东风， 积极谋求产业

转型。《方案》称，清水塘生态工业新城规

划范围内所有冶炼、化工、建材、钢铁企

业全部退出，落后产能将被淘汰，重点骨

干企业和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搬迁

至攸县和茶陵产业园区。同时，将利用铜

塘湾港区和喻家坪调车场构建现代物流

园；结合环保装备制造和技术研发认证、

示范、展示、服务中心，建设国际一流的

环保工业园， 最终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主的产业布局，实现“一年展开，三年初

见成效，五年综合整治基本到位、形成示

范效应，十年建成生态工业新城”。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胡应群

株洲投入476亿元治理清水塘

6万余居民将异地搬迁 十年建成生态工业新城

本报7月28日讯 今天下午， 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分组审议省政

府关于全省物价形势和物价工作情况的

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湖南CPI同比上

涨5.9%，6月份CPI涨幅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0.5个百分点。

本地蔬菜减产对价格影响大

上半年全省CPI同比累计上涨5.9%，

这个数字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

点。对此，省物价局局长龚秀松解释，一

个重要原因是年初低温雨雪导致本地蔬

菜减产，道路结冰限制了省外蔬菜调入，

对我省头几个月价格影响较大。6月，全

国CPI涨幅达6.4%，我省控制在5.9%，涨

幅也由在全国排名第6、7位，后移到第25

位。

另一方面， 我省绝对价格水平总体

低于全国。龚秀松介绍，从纳入全国监测

范围的品种看，6月份，我省大米、猪肉、

菜籽油、草鱼、黄瓜、茄子、青椒等主要生

活必需品，除菜籽油价格略高于全国外，

其他价格分别比全国低3.65%-27.64%。

通报各市州物价涨幅排名

目前省政府已出台了多项措施稳定

价格水平，并按月对14个市州物价涨幅排

名进行通报。从去年11月起，为城乡困难

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3.52亿元。 最近，

长沙、 株洲等地又启动了新一轮价格补

贴，对低保困难家庭水、电、气、有线电视、

医疗等价费减免，每户每月收益30元。

全省设立780个价格监测网点，对

100种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实行

日监测报告制度。

将启动新一轮的联动补贴

年初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今年我省CPI预期

调控目标控制在上涨4%左右。龚秀松表

示，从目前情况分析，压力很大。

“下阶段，我们将继续把保持价格总

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

务。”龚秀松认为，首先要继续大力落实

保供物价分工责任制。督促落实粮、油、

肉、菜、农资、汽柴油等重要商品保障供

应机制，及时动用储备平抑市场物价。

其次， 针对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

涨较多，基本生活费用指数连续3个月超

过3%的情况，启动新一轮的联动补贴。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唐宇婕

我省上半年CPI涨5.9%

原因：年初雨雪致蔬菜减产 将启动新一轮补贴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今天从在邵阳

市举行的全省新闻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获

悉，我省将分两批完成全省非时政类报刊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任务，其中第一批53家

报刊单位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

任务。

据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建纲介绍，我

省目前共有336家报刊。今年上半年，我省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的

前期调查摸底已经完成，并确定分两批完

成改革。即第一批共53家在今年年底前完

成转企改制任务，主要包括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所属的非时政类

报刊出版单位，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专业性较强的行

业性报刊出版单位，隶属于企业法人的报

刊出版单位，已登记为企业法人但尚未转

企改制到位的报刊出版单位，主动申请先

行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以及上述报

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

第二批将在明年9月底前完成转企改

制任务，具体任务是：其他需要转制的非

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和经批准的省内各

部门各单位所属的晚报、都市类、财经类

报刊等出版单位都要完成转企改制；非时

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中不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报刊编辑部不能独立转企改制，原则

上予以撤销，确有价值保留的，并入其他

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党政部门主管主办、

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送的非时政

类报刊，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并入

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

企业；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

独立法人科技期刊、 学术期刊编辑部，待

中央制定具体改革办法后另行组织实施。

■记者 左丹

53家报刊单位

年底前转为企业

株洲市清水塘生态工业新城规划效果图。 记者 李永亮 翻拍

本报7月28日讯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

我省有一批基层党组织脱颖而出，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党支部、中联重科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19家基层党组织，被

中组部和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授

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昨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创先

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郭树人率

队前往7家单位举行授牌仪式。

■记者 胡抒雯

19家单位获评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本报7月28日讯 针对高温持续下电

力供应紧张现状，湖南电网已启动电力供

应Ⅲ级（黄色）预警。省电力公司表示，将

在坚持有序用电原则下，优先保障民生用

电和重要客户用电，严格限制高耗能企业

用电。

我省高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省电力

公司预测，全省统调电网最大用电需求将

接近2000万千瓦，日用电量4亿千瓦时。目

前湖南电网最大可供电力约1500万千瓦，

日可供电量2.9亿千瓦时，近期日电力缺口

约300万千瓦。

面对电力供应紧张局面，省经信委已

发出“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在全省范

围启动有序用电措施，并要求严格限制高

耗能企业用电，组织工业企业错峰、避峰，

让电于民，尽力保障居民生活及重要客户

等用电。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汤笛声

日电力缺口300万千瓦

湖南电网启动Ⅲ级（黄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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