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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4 日电
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经
过近24小时连续奋战，11月3日晚，
哈尔滨市警方成功将公安部B级通
缉令逃犯王庆新抓捕归案。

11月 2 日晚，哈尔滨市发生一
起特大杀人案件，一名犯罪嫌疑人
持尖刀将三名被害人刺死、将一名
被害人刺伤后潜逃。

11月 3日 20时许，在哈尔滨市
道里区中央大街金安国际商厦负一
层超市门前，哈尔滨市道里公安分
局尚志派出所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王
庆新抓获。经审讯，王庆新对其向
两个好友借钱未果，持刀实施报复
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哈尔滨入室杀人案
嫌犯落网
向好友借钱未果持刀报复

本报讯 11月 1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所公布了《2013年度中国最佳医院
综合排行榜》、《2013年度中国最佳医院
专科汇总排行榜》和《2013年度中国医院
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三个榜单。在第一
张榜单中，我省只有郑大一附院上榜，排
第85名。在第二张榜单上，河南则“全军
覆没”。

据了解，从 2010 年 8 月开始，“复旦
版”医院排行榜已连续5年发布。这份被
外界称为“中国人就医指南”的榜单，每次
公布都引来不少争议。

这张榜单靠谱吗？有的医院对此一
笑了之，认为不具有科学性；有的医院则
表示，如此排名，或许会加剧老百姓新的

“看病难”问题。不过，对于这个排名，河
南省卫计委一位人士说，虽然榜单的权威
性值得商榷，但通过排名确实可看出，河
南的医疗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和我省
至今没有一所国家级医疗大学有一定关
系。 （新华）

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
百强医院河南仅一家

本报讯 小米公司昨日宣布，新浪原
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加盟小米公司，
担任小米公司副总裁，负责内容投资和内
容运营。据悉，陈彤会和小米联合创始人
王川一起，担负起小米电视与小米盒子中
视频内容建设的任务。小米还宣布在内
容方面第一期将投资10亿美元。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雷军透露了陈彤加入小米的内情：小米
合伙人王川的功劳。

据王川透露，他 17年前介绍陈彤去
了新浪，当时他们之间有个约定，“等我需
要你的时候，你得来帮我”。

陈彤则表示，加盟小米的主要原因在
“公私两个方面”：在公，主要是看到小米
发展的巨大潜力；在私，主要是他与雷军
和王川私交极好。 （晚综）

陈彤加盟小米
担任副总裁

5：10——这是太原
汽车客运北站候车大楼
表盘上定格了数年的时
间。从 2007 年底具备
运营条件开始，这个位
于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
区的一级客运站就陷入
了尴尬和两难。近日，
在空空如也的候车大厅
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1 年底太原客运北
站试运行过几个月，但
平均每辆车每天载客不
足一人。太惨淡，没办
法运行。 （中经）

太原客运北站
闲置7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每年“双 11”大
战，都意味着快递行业年度旺季的到来；而今
年的旺季，更有望见证中国快递业的历史性时
刻：业务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规模以上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91.9亿件，规模
升至世界第二；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441.7 亿
元。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截至 10月 20日，
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累计业务
量已突破 100 亿件“节点”。另据预计，今年

“双 11”期间全国快件业务量将超过 5 亿件。
随着“双11”“双12”、圣诞节、元旦等传统网购
高峰的到来，预计今年全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将
超过120亿件，甚至逼近140亿件。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快递业务量
约为100亿件，近年来年平均增幅为7%-8%，
预计2014年快递业务量约为 110亿件。不出
意外，今年中国快递规模将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

从 10亿件到 100亿件，仅用了8年；尤其
是2011年 3月以来，累计业务量已经连续44
个月同比平均增幅超过50%——中国快递已
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匹黑马。

快递业在快速发展中，与网购形成的相互
推动、彼此支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
点。网购刚刚起步时，相比信息和支付平台，
物流派送是短板。而快递业通过改革创新，适
应了市场需求，支撑了网购的不断跨越，后者
的市场规模从 2006 年的 300 多亿元增长到

2013年的1.85万亿元。
记者了解到，各大快递公司已为今年的

“双11”做好准备。申通快递公司增加了长三
角等发货量较大地区到北京的直跑车辆，并
根据“双 11”发件量预估对转运中心进行调
整，确保发件量高的地区的货物能及时分
流。韵达快递在全网络原有运输车辆和人员
的基础上，又通过各种渠道储备了1000多辆
运输车辆和 1万余名派送人员，以满足快件
的转运和派送。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规模可观，但中国快
递服务的“含金量”、行业的现代化水平等与美
国等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要使“快递大
国”真正成为“快递强国”，还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

借力“双11”

我国快递有望跃居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