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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歼--1155真真机机下下月月将将““飞飞””到到济济南南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济南将办首届国防兵器展

当观众不过瘾

可申请当志愿者

5月23日，为期两周的济南首届
国防兵器展将在槐荫区经一纬九路
保利中心商业广场隆重举办。主办
方估计，届时将有10万人争睹这些国
防兵器，不仅济南以及山东，全国的军
事迷都不会错过这样的“大福利”。

据了解，参观国防兵器展也有
门道儿。首先是抢票，主办方将面向
全社会派发门票。为了方便观众领
票，主办方设置了三个发票地点，并
配备专门的工作团队发票。即日起，
济南市民可选择到保利华府、保利
海德公馆、保利华庭售楼处领取门
票兑换券。正式门票的发放时间为5

月1日至5月22日，每日9：00-17：30。
除此之外，活动还在济南设下

十几处门票发放点，本报所在的大
众传媒大厦一楼也将设门票发放
点。广大观众还可通过转发活动微
信等多种形式获取门票。

如果您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对
当普通观众了解兵器知识感到不过
瘾，建议您当志愿者吧！活动将为你
提供一次了解兵器知识参加社会实
践的机会。小小讲解员面向6-14岁
的适龄青少年招募。兵器展结束时，
将评选出优秀志愿者和讲解员并颁
发证书，有意者可到保利华府项目
售楼处报名。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陈新宁当选首位

齐鲁时代楷模

本报济南4月25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实习生 马晓硕） 由省纪
委、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等共同举
办的“齐鲁时代楷模”以及“齐鲁最
美职工”发布仪式于25日举行。济宁
市金乡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陈
新宁当选我省首位“齐鲁时代楷
模”。王进等10位职工获评为“齐鲁
最美职工”。

陈新宁是新时期纪检监察干部
的优秀代表，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3

年，2014年5月9日因病去世，年仅40

岁。为深入学习宣传陈新宁的先进
事迹，大力弘扬他的崇高精神，激励
全省干部党员群众以先进模范人物
为榜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省委宣传部追授陈新宁同志

“齐鲁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首届“齐鲁最美职工”获得者包

括国网山东检修公司带电班主责王
进、济南市公交总公司35路线4197

车组驾驶员秦静、交通运输部北海
第一救助飞行队海上搜救机长马宏
儒、山推国际事业园结构件公司焊
工魏立新、徂徕山林场锦罗林区护林
员王传坤、威海金猴集团鞋业公司制
帮车间主任邹翠凤、德州人民医院内
二科主治医师刘志勇、东营市市容环
境卫生处环卫工张洪江、济南铁路局
火车司机薛军、山钢集团莱钢设备
检修中心维修工田友成。

社科院研究员张斌做客齐鲁大讲坛，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后后工工业业社社会会转转型型，，要要看看服服务务业业的的

本报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刘腾飞

4月25日上午 ,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
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
研究员做客齐鲁大讲坛，为听
众讲解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廷求教
授主持讲座。

经济高增长过后

需要积蓄能量

“跟过去的发展速度相
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非
常大的变化。”张斌认为，中国
经济正处在一个度过了高增
长期之后的积蓄能量的阶段，
或者叫调整阶段，为下一个阶
段新的增长做准备。

在张斌看来，借鉴发达国
家的发展经验，随着我国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也将面
临着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
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处于一个趋于下降的过程。出
现工业增速下降的现象，进入
后工业社会。”

从中国制造业在GDP占
比的数据上看，2008年，工业
增加值在GDP中占41 . 5%，
2013年就下降到37%，而第三
产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则
从 2 0 0 8年的 4 1 . 8 %上升到
2013年的46 . 1%。“大家收入
增多了，也不会继续在工业产
品上有过多的花销，所以现在
工业企业的日子很难过。”张
斌说，在之后的结构转型过程
中，制造业要进行产业升级、
产品升级，将更多的经费用在
产品研发上，一批低端制造业
企业会被市场淘汰。

该管的要管好

不该管的要放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
的提高，民众在教育、医疗等

服务业方面的需求有了较大
的增长。但是在城市公共服
务、一般服务业、高附加值的
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等方
面，社会层面并没有做好相应
服务的准备。

供给为何难跟上？张斌认
为，原因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
位。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
就像现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政府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
最后限制了发展；另一方面，
是政府该管的没管好。

应对结构转型带来的经
济下滑压力，政府第一反应就
是进行政策刺激。“我们的刺
激政策，主要是靠大力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进而增加了对钢
铁、水泥等工业品的需求，缓
解了工业品的压力。”

“我们现在对工业品的需
求在下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
越来越多。”张斌认为，不当的
刺激政策延迟了资源从产能
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
旺盛部门的转移。

服务业发展

需要新的实业形态

张斌认为，当前中国面临
结构性挑战和宏观经济稳定
挑战，主要来自人口红利消失
和结构转型以及债务。要完成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
转变，必须让服务业发挥更大
的作用。

“服务业要发展，就需要
新的实业形态，需要进行金融
市场化改革，否则不可能完成
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发展。”张
斌说，制造业的产品是有形
的，厂房、设备，这都是可以拿
来做抵押的，而且利润相对稳
定，风险不高，但是服务业不
同，做服务业的失败率很高，
门槛很低。

民众需要更多更好的医
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不断
提高，但政策的缺位、扭曲，使
服务业得不到良性的发展，这
需要一个过渡阶段。

本报济南4月25日讯（记
者 乔显佳） 如果您是一名
军迷，或者对辽宁舰、歼-15、
歼-20、武直-10等非常感兴
趣，下面的消息足可让您血脉
贲张：5月23日—6月4日，这些
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顶尖兵
器，将以真机或模型的方式，
到省会济南与您见面。我国首
艘航母辽宁舰舰载机歼-15也
将首次在百姓面前亮出真身。

4月25日，“‘保国利民，筑
力中国梦’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暨济南首届国防兵器展”新
闻发布会在山东大厦举行。这
次活动由大众报业集团、保利
置业集团、济南市槐荫区委宣
传部主办，保利科技有限公
司、齐鲁晚报、保利山东置业
集团承办。展出地点在槐荫区
经一纬九路保利中心商业广
场。

据出席会议的保利山东
置业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志民
介绍，本次兵器展堪称一次军
事文化的盛宴。活动将分为外
场真品展和内场模型展两部

分，展出中国海陆空三军现役
国防军工武器。其中，亮出“真
身”的利器包含水陆两栖主战
坦克、中型主战坦克、两栖履
带式装甲运兵车、09HT4轮式
无防护火力突击车等共13件
重型武器。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现役
辽宁舰的舰载机歼-15真机，
这也是它面世后首次在全国
百姓面前亮相。歼-15是我国
自行研制的一款四代半重型
双发动机舰载战斗机，是中国
第一代舰载歼击机，也是目前

国际上最先进的舰载机之一，
其性能可与俄罗斯苏-33、美
国F-18等世界现役主力舰载
战斗机相媲美，被誉为凶猛强
悍的空中“飞鲨”。此次展出的
歼-15来自辽宁舰，至于它将
如何“飞”到济南市民面前目
前还是一个谜。

模型展包含了辽宁号航
母编队、武直-10武装直升机、
WS多管制导火箭武器系统、
歼-20重型隐形歼击机等几十件
模型展品。活动期间，观众可与
这些精锐武器零距离接触。

临沂举办

中国教育装备展

本报临沂4月25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冯俊华 赵敬伟）
25日上午，第68届中国教育装备展
示会在临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
次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897家，展
位4366个，特展位1500余个，展位数
量和特展比例创历史之最。

参展企业展示了教学仪器设
备、教育信息化装备、学校后勤设施
等教育装备，将为教育事业发展带
来巨大影响。展会同时还将举办全
国名师名校长春季峰会、新产品发
布会等多个研讨交流会。

高高温温超超3300℃℃，，多多地地有有望望提提前前入入夏夏
气温持续上升，下周气温仍然居高不下

本报济南4月25日讯（记
者 王茂林） 25日，据省气
象台预报员介绍，在气温缓步
回升状况下，全省气温较高的
鲁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基本
都达到了30℃以上，全省气温
最高的是邹平站，为31 . 2℃；
预计未来几天内陆地区高温
也将稳定在30℃左右，我省多
地有望提前入夏。

近几天，我省气温缓步回
升。记者从省气象局网站获
悉，全省有13个县市最高气温
突破30℃；这是进入4月份以
来我省气温首次突破30℃，其
中部分县市的最高气温还刷
新了历史同期的极值。继周四
夜间受弱冷空气影响、周五我
省气温小幅回落后，随着弱冷
空气的快速撤离，南风再度强

势回归，本周六又迎来了晴好
升温的一天。

据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25日鲁中东部地区高温基本
都达到了30℃以上，全省最高
气温最高值出现在邹平站，为
31 . 2℃；鲁西北地区高温达到
28℃以上，鲁南地区基本在
27℃以上；沿海地区的烟台最
高气温也达到27℃～28℃。

据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预计在28日将有一次弱冷空
气活动，气温略有下降，但影
响不大。从未来几天的气温状
况来看，预计内陆地区高温将
比较稳定地处在28℃～30℃
的水平。根据气候学上的标
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高于
22℃为入夏，照此来算，我省
多地有望提前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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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斌做客齐鲁大讲坛，谈中国经济转型。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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