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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反击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利好传言影响，市

场早盘探底后快速回升，最终全面飘
红，深成指收涨1.38%表现最好，盘面
上个股涨多跌少，游戏、证券板块涨
幅居前，北上资金净买入约38亿元。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5只，跌停
26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守
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7034亿元环
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
复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绿柱
快速缩减；从形态来看，尽管早盘各
股指均再次刷新近期新低，但反弹快
速展开，这也使得短周期技术指标出
现见底信号，即短时间内出现反复背
离信号，由于各股指盘中高点均突破
了上周四低点，这也打开了后续的反
弹空间。

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大幅缩减。综合来看，国常会
半年来第二次提及资本市场，为后
续政策出台明确了方向，长期增量
资金有望加快入市速度，短期将延
续反弹。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600155）99万股，越秀资
本（000987）70 万 股 ，紫 光 股 份
（000938）38万股，酒ETF（512690）900
万份，会稽山（601579）35万股。资金
余 额 6628356.87 元 ，总 净 值
33323256.87元，盈利16561.63%。

周三操作计划：紫光股份、越秀
资本、华创云信、会稽山、酒ETF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新疆乌什7.1级地震
造成3人遇难5人受伤

23日2时9分，新疆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通报，截至目
前，此次地震已造成3人遇难、5人受
伤，转移安置12426人。

其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阿合奇县3人遇难、4人受伤；阿
克苏地区乌什县1人受伤。截至目
前，具体灾情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各项救援工作有序进行，震区社会
稳定。

地震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棉帐
篷、棉大衣（防寒服）、棉被、棉褥、折
叠床、取暖炉等共计2.2万件中央救
灾物资，支援新疆做好抗震救灾和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保障工作。首
批约1万件救灾物资23日中午已运
抵灾区。

记者2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
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新疆做好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7.1 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统筹用
于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
做好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
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监测评
估、次生灾害排查、倒损民房修复
等工作。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余震统计，
截至23日16时，共记录到3.0级及以
上余震70次，目前最大余震5.3级。

据新华社

乌蒙山区深处，雨雪交加，1000余
人全力救援。云南镇雄山体滑坡灾害救
援23日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记者23日在此次灾害救援核心区
域看到，救援现场多台挖掘机正紧张作
业，消防救援人员在废墟上有序开展救
援工作。救援人员通过探测仪器寻找被
褥等物资，以此判定被掩埋房屋的卧室
位置，从而进行精准搜救。

24小时倒班作业
搜寻失联人员

“现在我们正利用挖掘机开辟救生
通道，再人工搬运石头，才能把人员救出
来。”根据安排，参与现场救援的消防员陈
品润23日5时许赶到救援现场，随即投
入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他说：“时间就是
生命，我们要尽可能抢时间全力搜救。”

目前，现场共有省、市、县救援力量
1000余人，搜救犬81只，挖机、装载机、
运输救援车辆150余台（辆）参与救援，现
场部署6支专业搜救分队，利用雷达生命
探测仪、音视频探测仪、无人机、搜救犬等
技术手段，在3个区域开展搜救作业。

中国安能救援队主要担负崩塌体开
挖、转渣及人员搜救等救援任务。他们
根据现场情况，采用“双向推进、滚动翻
挖、前缘优先、精准搜救”战法，利用挖掘
机等重型机械设备进行开挖，24小时倒
班作业，搜寻失联人员。

记者从镇雄县“1·22”山体滑坡灾害
处置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月23日17时
40分，共搜救出31名失联人员，均无生
命体征。

转移安置223户918人
吃穿住行都有保障

转移安置同步开展。23日16时许，
救援现场飘着小雪，和平小学老校区临

时安置点内热气腾腾，十多位志愿者架
着锅正在做晚饭。当天，这里临时安置
群众增加到了70人，都是有亲属失联的
群众。老校舍一楼右侧两个房间里，每
间都有十多位村民围着取暖器取暖，镇、
村工作人员陪着他们聊天。

59岁的洪政林是凉水村中寨村民
小组小组长，他家距离滑坡现场200米
左右，有亲戚在灾害中失联。

灾害发生后，洪政林积极动员村民
以投亲靠友方式进行安置。“我们小组
300多位村民已全部转移，并得到妥善
安置。”洪政林说，各级党委政府对受灾
村民做到了细致的关怀，工作人员尽职
尽责。每个人都发放了棉衣棉被，晚上
住在老校舍里，防止挨冷受冻。

“这些被子都是新的，还给我们发棉
服，政府服务很用心。”在和平小学老校
区临时安置点，50岁的凉水村受灾村民

雷银和女儿在房屋里休息。他说：“吃穿
住行都有保障，有困难我们可以找工作
人员。”

据介绍，当地已成立9个专班，由81
名干部对失联人员亲属进行“一对一”包
保，群众安抚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23日17时40分，当地共转移
安置223户918人，其中48人转移到县
城安置、90人转移到和平小学老校区临
时安置点、778人投亲靠友、2人在县医
院接受治疗。

在救援现场，还有不少村民自发组
成的志愿者。凉水村村民洪显杰便是其
中之一。他说：“灾害发生后，我们一直
在搬运物资，主要是衣服、棉被、水、牛奶
等物资，村里的年轻人都行动了起来。”

目前，通往灾区交通通畅、电力通讯
正常，失联群众搜救、地灾监测、善后处
置等工作持续开展。 据新华社

1月23日，救援人员在现场搜救。新华社发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灾害已致31人遇难

雨雪交加上千人全力搜救

又到岁末年关，公务消费或迎来一
波高峰。为规范“三公消费”，2012 年
起全国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基层
预算单位全部实行公务卡支付制度，
在支付公务接待、出差差旅、公车运行
维护等16项费用时，都要严格实行公
务卡结算。

近年来，公务卡的普及提高了公务
支出透明度，实现可追溯可查找，成为规
范公务支出的一项基础性财务制度和预
防源头腐败的利器。但记者调查发现，
公务卡使用率不高、持卡人不愿用等问
题也较为普遍，不少公务卡更长期沉睡。

一不小心“被逾期”

近年来，各级审计部门公开报告显
示，各地未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的问题
较为普遍。虽有明文规定必须使用，但
仍有不少公务卡长期闲置、使用率较
低。一些公务人员不敢用不愿用公务
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不小心就逾
期，不仅要承担利息等额外费用，还影响
个人征信”。

据了解，公务卡被视作信用卡管理，
其账单周期、还款日期、免息期等政策与
普通信用卡一样。不同的是，公务人员
持公务卡消费后，须回单位报销，由财务
人员对公务卡还款。

行政事业单位的报销手续涉及多个
部门并须领导审核签字，走完整套流程

需较长时间。有时碰到领导不在或财务
人员稍有拖延，就可能导致报销金额还
未到账，公务卡还款日期已过。

类似情况在巡视巡察、政法办案、培
训学习等需长时间出差的工作中也经常
遇到。一位基层公安干警表示，自己和
许多同事都“害怕”外出办大案，因为跨
地区案件往往要一次性出差两三个月甚
至更久，公务消费多达上万元，为了避免
产生逾期费用，只能先行垫付。“我们工
资本来就不高，经常需要垫上两三个月
的工资，承受不起啊。”

无卡刷、刷不了、不够刷

与有卡不用相比，还有一部分从事
公务的人员“无卡可刷”。公务卡结算
制度要求预算单位在编人员严格执行
一人一卡、实名开卡、持卡信息备案
等，而借调人员、临聘人员和公益性岗
位人员往往是下基层、办会议、维修打
印的“主力军”，经常会遇到需要公务
结算的情形，但代理银行根据公务卡
管理制度只受理正式在编公务人员的
办卡申请。

更有“有卡刷不了”的烦恼。公务卡
结算需相应配套设备，但在偏远地区和
一些城市的小商店，很少有商家会安装
POS机，有卡也刷不了。某省城单位公
务人员到一山区乡镇出差，晚上9点多
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刷卡的旅馆，他只

好硬着头皮给领导报告。后者勉强同意
他用现金支付，但要求回来报销时附上
说明，并请当地干部作证。

网络预订酒店、飞机票、火车票，网
上购买设备或服务，早已成为我们的日
常。但由于在线结算无法提供POS机
客户存根联，公务卡根本“用不上”。

此外，不少公务人员还遇到“有卡不
够刷”的尴尬。中部某县财政局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县预算单位的公务卡信用
额度一般为2万元至5万元不等，当需要
在短期内进行大额公务消费时，如连续
组织会议、采购设备等，公务卡信用额度
就不足了。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
说，公务卡是以公务单位为信用担保的
信用卡，银行等部门应对其设置比普通
信用卡更长的还款周期。同时，办卡银
行还应提供更完善的提醒、分期等服务，
并引导办卡人员及早激活、合理使用公
务卡。

武汉海关督察内审处四级调研员刘
钢建议，银行应与预算单位加强沟通，及
时解决公务卡使用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逐步完善公务卡结算制度，将公务卡结
算与网络支付手段等有机结合，开通公
务卡“扫码支付”功能，发挥“第三方支
付”面广、点多、便利的优势，提高公务卡
支付效率。 据半月谈

不愿用不敢用 公务卡在基层“卡”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