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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气化铁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齐中熙）

从1958年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开始修建，
到2012年12月1日哈大高铁正式开通，中
国电气化铁路总里程在54年内突破4.8万公
里，超越了原电气化铁路总里程世界第一的
俄罗斯，跃升为世界第一位。

记者3日从中国铁道学会电气化委员会
获悉，目前世界上6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电气
化铁路，电气化铁路总里程排在中国之后的
几个国家是：俄罗斯43300公里、德国21013
公里、印度18810公里、日本16965公里、法

国15217公里。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科技部部长王作祥

说，54年来，中国电气化铁路成功走出了一
条从无到有、从低吨位到重载、从常速到高速
的探索创新之路。

“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
创新，我国电气化铁路不仅总里程跃升第一，
在技术水平和建设质量上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他说。

根据中国铁路“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
五”末，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左
右，电气化率将达到60%以上。

突破4.8万公里，超越了原世界第一的俄罗斯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陈炜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4日发布的《中国
风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自1982
年我国正式建立风景名胜区制度以来，国
务院共批准设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25
处，面积约10.36万平方公里；各省级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省级风景名胜区737处，面
积约 9.01 万平方公里，两者总面积约
19.37万平方公里。

公报指出，这些风景名胜区基本覆盖
了我国各类地理区域，占我国陆地总面积
的比例由 1982 年的 0.2%提高到目前的
2.02%。此外，我国现有 43 处世界遗产
地，共涉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2处、省级
风景名胜区8处。

公报还指出，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
化、城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阶段，
经济建设、城乡建设、旅游开发对风景名
胜区的压力仍然十分突出。一些地方过

于注重风景名胜区的经济功能，片面强
调旅游开发，收取高额门票，出让或转让
经营权，严重影响了风景名胜区的公益
性；一些地方不顾风景名胜资源不可再
生的特殊性，违章建设，错位开发，导致
风景名胜区资源破坏严重；还有一些大
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科学论证，随意侵
占、穿越风景名胜区，严重破坏其生态
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李如生表
示，目前景区门票过高的情况确实存在，下
一步将规范管理，长远发展目标是回归公
益性。

他表示，将不断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
持力度，逐步解决风景名胜区对门票收入的
依赖问题。此外，将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筛
查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风景名胜区，依
规处罚，列入濒危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对长
期不合格、资源破坏严重、多年不改的风景
名胜区，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除名。

国家级景区门票将规范管理
长远发展目标是回归公益性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罗沙）

记者4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国家海洋
局组织编制的《中国钓鱼岛地名册》近日由
海洋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向读者解读了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等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

据介绍，地名册分为概况、地名、附录
3 个部分。概况部分包括了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的分布示意图和位置示意图。
地名部分包括钓鱼岛、黄尾屿等 71 个岛
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名称、名
称含义、面积、长度、宽度、位置以及现场
照片、位置示意图和三维效果图，并以大
量文献和史料再次明确钓鱼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体现了近年来我国
依据海岛保护法开展的海域海岛地名管
理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获悉，
电监会要求有关机构和供电企业开展摸底排
查、电网安全巡视和升级改造等工作，加强重
大节假日期间居民生活用电保障，最大限度
减少居民停电次数和时间。

电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重大节假日期

间居民生活用电保障工作的通知》显示，各
级电网、供电企业要做好摸底排查和预警工
作，加强配电网安全巡视和升级改造。对老
旧、重载和安全性能较差的线路要加强巡视
力度，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电监会要求各电网企业加强应急
值守、电力调度和故障抢修能力，最大限度减
少居民停电次数和时间。

电监会要求最大限度
减少居民停电次数和时间

《中国钓鱼岛地名册》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我国将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以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和
发展的科学方式。目前，2012年度申报试
点工作已经启动。这是记者4日从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的。

据介绍，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
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
新模式。

申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应具备以下条
件：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已列入当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或相关专项规
划；已完成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已
有明确的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保

障渠道，如已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责任主体
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申报和组织管理。

住建部将负责组成国家智慧城市专家
委员会进行评审，并负责智慧城市创建的
技术指导和验收评定。综合评审意见报住
房城乡建设部智慧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审批，批准后的试点城市名单在住建部网
站上公布。

试点城市在创建期内，每年12月31日
前向住建部提交年度自评价报告，说明预
定目标的执行情况。创建期结束后，住建
部智慧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创建任
务书组织验收。对验收通过的试点城市
（区、镇）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至高分为
一星、二星和三星。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