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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济南H7N9传谣者是未成年学生
误信传言发布虚假信息，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训诫教育

本报济南4月11日讯(记者 杜
洪雷) 发微博谣传济南市H7N9禽
流感的竟然是一名未成年学生。11
日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对该学生进
行了训诫教育。

10日上午，注册名为“济南市疾
控中心”的微博发布信息称：“济南
发现疑似H7N9禽流感病人。”该微

博还细致描述了疑似病人的衣着特
征，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当天，济南市政府门户网站、济南
市疾控中心官网以及“微博济南”联合
发出声明称，济南市疾控中心从未在
新浪微博上注册官方微博，也从未通
过微博形式发布过任何信息，微博“济
南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是不实信息。同

时，济南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11日上午，记者从济南市公安

局了解到，发布H7N9禽流感谣言的
微博用户已经被警方找到。经过调
查核实，该用户为未成年人张某(济
南人、学生)。张某承认了因误信传
言，盲目发布该虚假信息的行为，造
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其认错态

度较好，行为未产生恶劣的社会影
响，民警已对其进行训诫教育。张某
表示今后将不再发布此类信息。

济南公安在此呼吁市民：从官方
和正规渠道获知信息，勿听、勿信、勿
传不实信息。并再次重申，对散布谣
言、谎报疫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
为，将依法查处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昨日新增

5例确诊

1例死亡

新华社北京4月1 1日
电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11日公布，截至
11日17时，全国共报告人
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
例38例，其中死亡10人。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通报，10日17时至11日17
时，全国报告新增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5
例。其中，上海3例，江苏2
例。上海1例经全力抢救
无效死亡。

截至目前，报告病例
分布于上海(18例，死亡6
例 )、江苏 ( 1 2例，死亡 1
例 ) 、安 徽 ( 2 例 ，死 亡 1
例)、浙江(6例，死亡2例)
4省市的 2 3个地市级区
域。

报告的确诊病例间
未发现流行病学联系。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均已采
取医学观察措施，未发现
异常。目前病例处于散发
状态，尚未发现人传人。

一季度

外汇增持加速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11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
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
额为3 .44万亿美元，与2012
年末相比，一季度增加约
13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
年外汇储备增幅。

分析人士指出，外商
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国
际资本流入均是外汇储备
增长的重要来源，但国际
资本加速流入可能是一季
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主
要原因。

2011年开始，外汇储
备增幅开始明显放缓，特
别是2012年外汇储备增幅
仅 1 3 0 0亿美元，增幅是
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

全国十余人因散布谣言受处罚

多人传谣只为提升网络人气

据不完全统计，近日，全国
因散布H7N9谣言而遭到公安机
关处罚的，已有十余人。其中部
分人传谣只是为了提升网络空
间人气。

4月9日，西安男子南某在自
己的腾讯微博和QQ空间发帖，
谎称陕西发生禽流感事件，并编
造十多人死亡的虚假信息，被公
安部门予以刑事拘留。

同日，在辽宁、安徽黄山等

地，也有3人因在微博上编造“当
地有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信
息，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此前，安徽阜阳1人、浙江慈
溪3人、贵州贵阳3人及福建宁德
1人亦因上网散布H7N9谣言而受
到相应处罚。

令人震惊的是，西安男子南
某及宁德男子方某之所以散布
谣言，均只是想提升自己的网络
空间人气。 （综合）

谁模糊了传谣者的是非观

全国被查获的传谣者中，多
人传谣的目的竟只是为了提升自
己的网络空间人气。这一事实可
恨又可怜。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明确
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可在此次禽流感疫情中，传谣者
却是一个接一个。

在以往的历次疫情、灾难中，

传谣者均得到了相应的处罚。按
理说，这些前车之鉴应已能起到
应有的震慑作用，但为何还有人
无知无畏到只为提升网络人气就
盲目散布谣言呢？是谁模糊了这
些人的法制观、是非观？

这一事实摆在面前，值得法律宣
传、教育部门重视：为何法律的普及
落后于谣言的散布？也值得网络管理
者等社会各界深思：是谁在提供谣言
滋生的土壤？ 本报记者 陈朋

此波疫情已致损近百亿

消费者“禽”食难安

养殖户寝食难安
忍痛斩杀、交易锐减、价格跳

水……禽流感疫情面前，养殖业
遭遇“冰点”。

“价格大跌却少人问津，一些
市场禽类交易量锐减七成。”江苏
南通市苏鹏禽业负责人徐勇说，

“鸡蛋每天损失两万多块，出栏的
鸡也没人愿意收购，这样下去一
个月损失就得超过一百万。”

“本地滞销，而一些运输和航
空公司又暂停活禽运输，企业不
得已就地销毁，雏鸡烧的烧、埋的
埋。”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秘
书长宫桂芬说。据中国畜牧业协
会禽业分会初步估算，这次疫情
发生至今全国家禽行业损失接近
百亿元。

宫桂芬说，传染途径尚不明
确，目前也没有听说养殖环节大
规模染病，可“禽流感”这个名字
已严重冲击消费者信心。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复
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
说，没有门槛、规范不够、过度竞
争、疫情侵扰，让养殖业成为高风

险行业。
记者调查发现，此次禽流感

疫情发生后，部分养殖户补栏积
极性减弱，或又将引发“价贱伤
农-亏损不养-供给短缺-价格暴
涨-价高伤民”的连锁反应。

根据国家相关补助政策，对
于扑杀的禽类，上海将以不低于
市场价50%的标准合理补贴，南京
也正在制定补贴标准。针对禽类
产品整体消费下降的情况，上海
还在研究扶持政策。

但对于非疫区而言，尚无明
确补偿标准，农业保险在疫情中
也没有体现应有效用。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盛逖说，为避免未
来供给短缺、禽类价格出现大反
弹，应逐级建立重大疫情的扑杀补
贴机制和对因销售减少、价格跳水
造成损失的养殖户合理补偿制度。
同时，保险公司应扩展农业保险的
范围，政府通过税费优惠、补贴等
方式，降低参保成本，提高积极性。

据新华社

总货币存量创新高无关物价
我国M2首破百万亿，暴露当前不合理融资模式

M2不是日常货币概念

经济学认为，货币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货币M1，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
银行的企业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则
是指M1再加上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定
期存款。此外，还有流通现金的概念即
M0，是个人、企业、机关团体等持有的
流通中现金。

“公众所理解的货币其实就是M0，
是真正意义上央行向社会公众发行的
货币，它与‘破百’的M2不是一个概
念。”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
心主任郭田勇解释说。 据新华社

福建龙海市一养鸭场，因受禽流感疫情影响，鸭苗卖不动，不得不成批
装进塑料袋闷死。 《海峡导报》供图

本报讯 据中国之声《全国
新闻联播》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
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我
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首次突
破百万亿元大关。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3年
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截止
到3月底，M2余额103 . 61万亿元，
同比增长15 . 7%。所谓M2，是指
百姓所熟悉的现金、钞票，加上企
业、居民活期、定期存款的总和，
M2被看做一个国家总的货币存
量。

近年来，我国M2存量呈现
“加速”上涨态势。2008年还没有
达到50万亿，但随后的5年，我国

M2每年跨越一个十万亿级台阶，
2012年已接近100万亿元。

为何我国货币存量居高不
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解
释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储
蓄率高，其中包括家庭高储蓄率。
同时，间接融资比重也比较高，大
量的储蓄资金走银行，从银行存
款变成银行贷款。因此，我国M2
的比重是高的。

随 着M 2 规 模 以 及M 2 占
GDP比重快速增长，关于货币
超发引发物价上涨的讨论也逐
渐升温。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
慧勇指出，货币存量与物价之间

并无必然联系，影响物价水平更
重要的因素是货币供应增速及资
金价格。简单地说，若货币增速超
过实体经济需要、实际利率长期
偏低，物价上涨压力就会加大。但
如果货币供应增速保持在合理水
平，即使货币存量很大，也不一定
就能导致物价上升。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货币
的过快增长对于经济健康可持续
发展并无益处，其背后暴露出的
是当前中国不合理的融资模式、
增长模式等深层次问题，降低其
占GDP的比重，为货币瘦身减负，
应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政
策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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