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8日，长沙市栗塘安置小区，
居民们都说小区环境很不错。

记者 王翀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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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祖华

本报独家报道了省政府与保障性安居
工程协调小组签“军令状”（详见12月27日
B01版）， 确定了我省2012年住房保障工作
的目标任务，竣工数首次纳入考核内容。

据了解， 我省至10月底， 已全面完成
2011年目标任务， 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
区改造新开工46.6万套， 为年计划任务的
106.8%。省建设厅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内
将与各市州签订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工
作目标。

以前房租五六百，现在不到50元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套间，49.5平方米

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家具、电器摆放得井井
有条。12月28日下午，记者在长沙栗塘安置
小区黄先生家看到了如是场景。“现在日子
还蛮安逸的， 搬到这里来之前生活糟糕多
了。”黄先生表示，自己以前住在长沙市广
济桥一带， 是无房低保户， 靠做小生意为
生，每个月房租就得交五六百元。今年4月
搬到栗塘安置小区后，不用再交房租，每月
只要交1元/平方米的物管费就行， 算起来
每月不到50元钱。

“像黄先生这样住进栗塘安置小区的
无房低保户已达近百户。”栗塘安置小区的
物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小区占地35万平
方米，廉租房2080户，经济适用房2000户左
右，于2010年竣工。小区农贸市场、学校等
配套设施也正在建设当中。

力争明年安居工程位全国前列
在省政府日前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

小组签定的“工作目标责任书”上，在规定
任务的同时，还列出了若干保障措施，以确
保住房保障工作任务的完成。 早在11月28

日，省政府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做好2012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
夯实明年工作基础，力争明年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

省住建厅相关人士表示，我省明年要认
真抓好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千方
百计抓好相关政策落实， 缓解资金制约，多
渠道组织公租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进入。

据了解，我省住房保障工作在融资方面
大胆开拓，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应时而生。公司前不久刚挂牌，与国家开
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等5家银行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十二五” 期间意向融资达425亿
元。

首个无纸化办公系统
月底望城投入使用

本报12月28日讯 由长沙市城乡规划局牵头、
望城区城乡规划局和长沙市数维软件有限公司共
同研发的“市、区、乡镇三级城乡规划信息一体化”
项目，日前通过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专家的验收，
将于12月31日正式在长沙市望城区投入运行。据
悉，项目所建立的平台，将实现市、区、乡镇三级规
划部门的行政办公、业务审批、决策支持、电子档案
馆和学习研究等功能的对接。并可为各级规划管理
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实现真正的无纸化办
公，为省内首创。

■记者 唐能

今年我省保障房任务超额完成
近期，省建设厅将与各市州签订2012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

记者近日获悉，鉴于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供地压力，住建部已批准部
分地方政府2012年在集体土地上建
设保障房的试点。国务院副总理李克
强也在日前举办的全国住房保障会
议上特别提出，“政府也可通过购买
合适的普通商品房来增加保障房有
效供应”。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
梅生表示，地方政府购买合适的普通
商品房增加保障房的供应，一方面可
以缓解地方保障房建设压力；另一方
面可以刺激商品房市场，促进中小型

商品房投资，形成住房“双轨制”。
此外， 根据住建部年底工作会议

透露的对于2012年工作的部署， 商品
房价格较高， 建设用地紧缺的直辖市
和少数省会城市， 确需利用农村建设
土地建公租房试点的， 由省级政府报
批并由国土资源部审批，批准试点。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
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表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低成本
的保障房，再高价卖出，避免了征地
矛盾，是一条好路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为缓解保障房建设压力
住建部允许地方购买商品房抵量

链接新闻

关于安利
自 1934年成立以来， 安利纽崔莱凭借其

对安全、质量、功效、服务、品牌、科技等诸多要
素的不懈追求，成长为全球营养保健品行业的
领导品牌。 凭借各方面卓越表现，纽崔莱已经
连续五年获得美国《读者文摘》信誉品牌中国
区白金奖、亚洲区金奖。

纽崔莱还积极推动、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和公众营养健康教育，推广纽崔莱
“运动 +营养 =健康”的品牌主张。 如连续十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纽崔莱健康跑”，累计吸
引了超过 240万人直接参与。

纽崔莱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还在众多媒
体推出“纽崔莱健康时刻”系列节目，切实提升
了公众营养健康意识。

在“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 启动
前，主办方开展了“中国网民营养知信行
调查”，有 5035 人参与调查。 调查采取网
络答题的形式， 涉及营养知识了解程度、
营养及健康行为和自我感觉健康现状等
三方面内容。

启动仪式上，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
马冠生研究员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解读：“从
此次调查结果来看， 九成人答对半数以上
题目，‘营养盲’的现象得到一定的改善。 ”

此次调查显示， 每天吃早餐的占 87.2%；
91.5%的人，晚上能回家就餐；四成人饮食比
较清淡， 17.8%的人群喜欢偏油重和高盐食
物，15.37%的人爱吃辛辣食物； 七成网民喝
酒，其中 10%为经常饮酒者。

“但网民在平衡膳食方面和《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的要求还是有一定距离。”马冠生说。按照
“膳食指南”，每人每天都应摄取包括谷薯类、豆
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品和纯能量在内的五类
食物，但真正能做到的仅不到三成。值得注意的

是，指南中建议每天都应该消费的谷类食物，调
查人群中有 7.3%的人每周吃不到 2次。 “对于
保健品，到底应不应该补？ 到底应该补什么？ 我
们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可以帮助大家树立正
确营养观念，理性看待保健品。 ”

“快捷的生活节奏让现代人背负了越来
越多的身心重负，不合理的膳食，不健康的
行为和生活方式，为慢性病的发生或加重推
波助澜，必须引起警惕，马上采取行动。 ”马
冠生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吃饱饭或许早已不是问题，但不会吃饭，不仅会降低国民整体的营养水平，更将直接影响国人的健
康情况。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平衡膳食·储蓄健康”为主题的“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由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支持；同时，中国营养学会将作为学术支持全程参与，并以其为核心
组建了包括 50名业界专家的顾问团。

“平衡膳食·储蓄健康” 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

●“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活动以“平衡膳食·储蓄健康”为主题，于 2012 年深入六大城市，开展营养教育，提升国民健康素养
● 5035 人参与“中国网民营养知信行调查”，九成人答对半数以上题目，网民具备一定营养素养，已不再是“营养盲”
● 知信行仍存在断裂，不到三成人每天能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进食，仍需进一步推广“指南”

中国营养学界的研究表明， 与膳食营
养相关的慢性疾病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威胁
将更加突出； 不合理膳食对国人健康的影
响，每年都要造成数以十亿计的经济损失。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 卫生部新闻宣
传中心主任毛群安在“安利纽崔莱营养中
国行”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向公众普及“平衡膳食”的科学知
识，提升国民在营养方面的健康素养。 他
希望，政府、专家、媒体、企业能一起努力，
给国人提供一个专业的普及平衡膳食知
识的环境。

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表示：“帮助
人们打造健康、科学、有品质的生活，是企

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希望能为推动
和传播营养健康知
识尽上心力。 ”

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健康传播部主
任宋军介绍，“安利
纽崔莱营养中国行”
将在 2012年深入北
京、 上海、 广州、沈
阳、成都、西安等六
大城市， 开设营养论坛， 邀请权威营养专
家、 媒体人、 网络营养达人进行“头脑风
暴”，发现问题并给出权威解决方案。

“营养中国行”将深入六大城市，开展“平衡膳食”健康教育

中国网民营养知信行调查结果显示“营养盲”现象得到改善

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左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 卫生
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左三）等出席“平衡膳食·储蓄健
康”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启动仪式。

知信行仍有断裂，达到“膳食指南”要求者不足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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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