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田新元 Email：whzk619@163.com 热线：(010)56805250视角 PerspectivePerspective

民生速递

湖南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运营湖南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运营

湖南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近日启动运营。该中心是湘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功能最完善的新一代大型农产品流通

及产业服务中心，完善了当地农产品保供体系，为保障当地的“菜篮子”提供有效支撑。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种好“菜园子” 拎稳“菜篮子”
——聚焦冬春蔬菜保供稳价

□ 辛 华

随着气温持续降低，蔬菜

保供成为民生关注的焦点。前

期因不利天气导致的蔬菜价格

上涨情况是否有所缓解？冬春

蔬菜供应是否有保障？为此，

新华社记者来到河北、山东、河

南等地的蔬菜主产区与集散

地，探访各地“菜篮子”产品保

供稳价工作开展情况。

“菜园子”供应总量充足
结构性短缺偶发

在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

批发市场——河南万邦国际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区，随着冬季

到来，蔬菜的品种略有减少，受

主产地退市等因素影响，有个

别品种的结构性短缺偶发，但

供应总量充足。

“云南基地的蔬菜马上就

要大量上市了，今年供应量会

比去年更大。”万邦市场的老商

户杨国平说，去年自己刚在云

南的基地新建了一批蔬菜大

棚。“今年云南雨量较多，影响

蔬菜单产，但农户种菜的面积

扩大得更多，所以总产量会比

去年更大。”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是北

京冬储白菜的主要产地。玉田

县农业农村局特产站负责人艾

会暖表示，尽管今年的白菜受

阴雨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降，

但依然会有25万吨冬储白菜

供应北京市场。

叶菜类蔬菜是冬季最容易

受天气影响的品种。总体来

看，受灾害性天气等因素叠加

影响，部分地区蔬菜产量有所

起伏，但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做

好“南菜北运”，全国“菜篮子”

产品供应仍有保障。

在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莲塘

镇炭冲村、铺门镇兴华村等地，

记者看到田地里莴笋、芋头等

各类蔬菜长势正旺，不少村民

忙着采收。前不久种植的菜

心、芥菜等叶菜绿油油的，预计

春节前就可以上市。八步区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

地目前已完成秋冬菜播种面积

9万亩，预计产量18万吨。

地处洞庭湖畔的岳阳市

君山区是湖南省的主要蔬菜

基地。君山区莲源种植专业

合作社工作人员王献忠介绍，

团湖湖藕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这些挖出来的鲜藕一运上岸，

打包好当即发往河南等地。

菜价环比下跌
多种蔬菜同比仍有涨幅

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

园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和物流配送中心，中国蔬菜价

格指数每天从这里发布，对全

国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稳定具有

重大影响。

11月28日当周，寿光地利

农产品物流园中国蔬菜价格

定基指数为186.78点，较前一

周下跌1.88个百分点，环比跌

幅1.0%，同比涨幅42.12%。监

测的十大蔬菜类别指数中，

下 跌 明显的类别是菜豆类

（-17.1%）、水生类（-6.0%）、白

菜类（-5.7%）；上涨明显的是瓜

菜类（9.4%）、叶菜类（6.9%）。

总体来看，尽管多种蔬菜价

格同比仍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但蔬菜价格环比已出现回落。

以11月23日~29日这周为

例，万邦市场上61个重点蔬菜

品种中，价格持平的有4个品

种，价格下降的有22个品种，

价格上涨的有35个品种，蔬菜

均价周环比上涨1.82%，与去年

同期均价相比上涨16.67%。

据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

流园价格监测中心负责人王帅

表示，11月份以来，市场蔬菜

供应总量充足，136个蔬菜监

测品种的平均价格呈下降趋

势。受市场、天气等因素影响，

蔬菜价格周环比整体波动正

常，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

上涨。

作为全国的蔬菜供应和

价格的“晴雨表”，寿光地利农

产品物流园借助“蔬菜价格指

数”预警功能，严密监控农产

品物流园蔬菜批发价格和对

外供应情况，实施价格平抑，

稳控市场行情。进入11月份

以来，通过对交易量较大的26

种蔬菜监测，整体蔬菜市场价

格运行平稳，符合季节市场变

化规律。

未雨绸缪
防范未来风险

尽管目前“菜篮子”市场总

体向好，但为防范可能出现的

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风险，避

免市场出现供求失衡、商品脱

销断档、价格异常波动、运输

不畅等情况，各地也制定了应

急预案与指导方针，加强指导

服务、抓好防灾减灾、促进产

销衔接保障供应。

加强指导服务。10月初，

寿光市组织26名农业专家成

立4个技术指导组，针对不同在

田作物，科学制定田间栽培管

理、合理采摘等应对措施，对

15个街区进行“全覆盖”指导。

同时印制了10万多套高品质

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现

场指导5200多人次，全面提高

技术服务的覆盖面。

抓好防灾减灾。据岳阳市

君山区广兴洲镇同义蔬果合作

社工作人员介绍，农业农村局

的农技人员经常到各个种植基

地，对当地的蔬菜种植进行技

术指导和咨询服务。为保证蔬

菜生产不受天气影响，农技人

员还通过微信、电话等渠道对

蔬菜种植户开展技术指导，提

醒农户做好追肥除草、病虫防

控等工作。

促进产销衔接。生产正

旺，销售、运输等同样需要跟

上脚步。“我们合作社采取

‘农超对接’模式，农民从田

间收获的白菜符合质量标准

将直接发往北京各大超市，省

去了中间环节，农民收入增加

了，消费者购买价格降低了，

两头都得实惠。”玉田县华瑞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怀宇介绍，今年以来该合作

社以“农超对接”模式，向北

京市场供应各类蔬菜近40万

公斤。

为畅通物流，贺州市八步

区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

色通道政策，今年1月至11月，

高速公路贺州东出入口和灵峰

出入口共免收新鲜蔬菜通行费

105.5万元，进一步降低了蔬菜

流通成本。

本报讯 江苏省宿迁市科

技局在全省首家建成“产业大

脑”创新服务平台，通过“一平

台、三图谱、五清单”为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目

前，注册企业用户超过1500余

家，通过平台服务，实施产学研

合作项目 637 项，同比增长

45%，技术合同登记额超过

52亿元，同比增长140%，新培

育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100家，

获批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3个，立项数苏北第一。

高站位打造资源集成平

台。瞄准“打造长三角先进制

造业基地”目标，依托省情报所

强大资源和技术优势，全力打

造产业数据“工具箱”，着力构

建产业决策“参谋部”。通过海

量文献数据分析编印《产业大

脑创新参考简报》，及时向企业

端精准推送产业政策和前沿科

技，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全方位

决策服务。

高标准绘制产业链“三张

图谱”。平台坚持用数据说话，

为产业引路，利用人工智能、AI检

索等技术，精准抓取产业链上

中下游关键环节和产品信息，

全方位绘制“产业图谱、绘制招

商图谱、创新图谱”，为产业招

商和企业创新提供精准服务。

高质量输出产业培育“五

张清单”。平台围绕产业链培

育目标要求，精准输出“重点企

业、科研团队、科技成果、创新

载体、政策项目”五张清单，为

培育专班和链上企业提供精

准路线图和全周期服务。目

前，已梳理企业清单3万家、科

研团队清单2万个、高校院所

清单1545家、创新载清单超

100家。

（卢 平 张榆青）

山东宁津“城乡心电一张网”打通“救命高速路”
本报讯 “城乡心电一张

网”是宁津县自2018年开始打

造的“高效处置、互联互通”智

慧急救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医

疗急救信息的传输速度——

患者拨打 120急救电话接入

急救中心，或在基层卫生院、

卫生室进行诊疗，从首次医疗

接触开始，关键数据接入宁津

县人民医院心电图室的远程

心电系统。患者到达医院之

后，先救治后收费，快速推进

救治流程。

“城乡心电一张网”由宁津

县人民医院牵头打造。宁津县

人民医院从区域整体高度规划

胸痛中心建设，目前已与204

家基层卫生院、卫生室合作，建

立覆盖城乡的胸痛急救网络，

共同推动胸痛中心培训、推广、

规范化建设工作，创新“全员参

与、全域覆盖、全程管理”的急

性胸痛救治模式，加强了胸痛

救治单元建设，完善了区域协

同救治。宁津县人民医院为

“城乡心电一张网”合作站点免

费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方便

基层医务人员开展移动医疗卫

生服务；设置胸痛救治单元的

指引及胸痛优先标识，有效促

进了院前急救与救治流程的

有效衔接。

“城乡心电一张网”有效改

善了急性胸痛患者就诊及转运

延迟状况，大大提升了宁津县

域内，尤其是边远村庄群众心

血管急症的整体救治水平。数

据显示，2018年~2021年，通

过“城乡心电一张网”传输的有

效信息，宁津县人民医院远程

免费诊断心电图1.7万余份，

200多名急性心梗患者得到有

效治疗。

（张兆坤 陈伟伟）

江苏宿迁打造“产业大脑”创新服务平台

农 村 道 路 如 何“ 走 得 安 全 ”
专家建议加快推进城乡一体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补齐农村地区公共交通短板

□ 信 华

12月 2日是第十个“全国

交通安全日”。今年以来，部分

农村地区接连发生的交通事故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农村道路

是广大农村群众的“幸福路”

“致富路”，而“走得安全”“走得

好”才是通向幸福和富裕的关

键一步。

农村地区交通事故
多发、频发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以来，

黑龙江、安徽、宁夏、甘肃、湖南

等地农村地区发生多起道路交

通事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仅9月4日和5日，黑龙江和安

徽两地就接连发生两起重大交

通事故，共导致近30人死亡。

9月4日，在国道G229黑

龙江七台河市勃利县大四站镇

双兴岭路段，一重型半挂牵引车

由西向东行驶，与前方同向行驶

的四轮拖拉机追尾相撞，造成

15人死亡、1人受伤；9月5日，

安徽安庆市太湖县牛镇镇境

内，一辆皮卡车翻车坠入山沟，

导致12人死亡、2人受伤。

其中，发生在太湖县牛镇

镇境内的事故，死伤者除司机

外都是山上茶厂女工，多为中

老年人。

8月24日，在河南洛阳市

伊川县城关镇龙凤大道，张某

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

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并在行驶

过程中随意调头，与正常行

驶的杨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

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

受损。

据伊川县交警大队大队长

郭会斐介绍，这种典型事故在农

村经常发生。今年1月~10月，全

县农村地区共发生交通事故

1328起，死亡13人，受伤360人。

设施不齐全暴露
农村群众出行供给问题

在农村地区，交通事故主

要发生在国省道与县乡道路交

叉口及路面状况差、交通安全

设施不齐全的路段；无证驾驶、

违法载人、逆向行驶、争道抢行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农用

车、摩托车、电动二轮车、电动

三轮车肇事突出。但在这些问

题背后，农村群众出行供给问

题亟待引起重视。

以发生在勃利县的交通事

故为例。一方面，货车超载和

司机疲劳驾驶是发生事故的直

接原因：肇事车辆的北斗系统

显示，该车前半夜从伊春出发，

凌晨4时左右到达事发路段，大

部分时间为夜间行驶。

另一方面，农用车违规载

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事

发时拖拉机上载有15人，除1名

乘客受伤外，其余14人（含司机）

全部死亡。

据了解，当地盛产万寿菊，

采摘季节用工量较大。一部分

遇难者起早去采摘万寿菊，有

人驾驶四轮拖拉机挨家挨户接

人，送往附近的采摘地。

近年来，农村群众就近到

工厂工地、农场果园茶园、养殖

场、种植大户等打工日趋常态

化，就地打工遇到的出行难和

出行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强农村地区重点时段群

众出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

求，着力解决农村群众出行供

给问题。

“疏堵结合”让农村
道路“走得安全”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破解

农村交通安全问题要“疏堵结

合”。既要加大交通安全宣传

力度，使农民能知险，懂避险；

也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查各类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针

对农村群众农忙季节群体性出

行特点，可采取组织班车进行

点对点运输等方式增加农村群

众出行供给。

近年来，为切实加强农村

交通安全管理，黑龙江多地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活动，

通过“标语”“大喇叭”等形式，

不断增强广大农村群众的交通

安全意识，同时开展农村地区交

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在重

点路口、重点路段加大巡逻密

度，加强对农村地区摩托车、农

用车、面包车的管理，严查农村

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湖北宜昌则针对农村群众

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农村道路

特别是支、主路平交路口交通

事故频发问题，研发具备“支路

主路兼顾、人车智能监测、触发

实时预警、声光联动警示、动态

语音宣传”的农村平交路口智

能警示系统，并衍生开发智能

宣传、智能管控设备，在点军区

S287省道试点，打造乡村“智慧

平安路”。

在12月2日“全国交通安全

日”到来之际，安徽安庆市太湖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11月

26日启动“122美丽乡村行”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预计到12月

底结束。

太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创新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模式，组织民警辅警编排交通

安全宣传作品，深入基层，为广

大群众宣讲交通安全知识，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近年来农村道路改善明

显，但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相对滞

后。”安徽大学农村改革和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德元

说，建议加快推进城乡一体的

公共交通体系建设，补齐农村

地区公共交通短板。对于季节

性因工出行高峰，基层政府除

加强监管外，还要与相关企业、

种植大户加强沟通协作，增加

临时客运服务供给。

本报讯 近年来，湖北省

洪湖市持续推进疾病预防和公

共卫生领域改革，探索建立县

域医共体，推动形成公共卫生

和防疫防治体系网络。

科学配备编制，夯实公共

卫生基础。随着经济人口增

长，洪湖市医疗体系亟待改

革。洪湖市委编办牵头对市人

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第二人

民医院等医疗机构调研，查岗

位、数床位、挖潜能，增调人员

紧缺医疗机构编制。综合服务

人口与实际床位，核定市直公

立医疗机构事业编制1830名、

乡镇区街道卫生院事业核编

1155名，增核量达20%以上。

破格录用人才，打造过硬医疗

队伍。洪湖市现有聘用医护人

员1000多名，有学历，有临床

经验，新冠防控中大批先进人

物涌现，黄志明等3名表彰为

荆州市先进个人的医护人员，

破格录用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表现突出的个人，优先晋级评

定高级职称。采取“请进来、走

出去”方式，增进医技、锤炼医

德，在防疫实战中检验能力。

整合优化设置，构建防治网络

体系。整合设立新的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核配编制120名，

设首席公共卫生专家1名；成立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委员会和公

共卫生专家委员会，构建县乡村

三级公卫网络体系，上下联动，

防护一方平安。（周小华）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

邳州市以打造人民调解品牌

为重点，积极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工作

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第

一道防线”作用，“兆明调解室”

被省司法厅评为“省金牌个人

调解工作室”，刘兆明先后获

国家司法部表彰、被评为江苏

省优秀调解员，树立了基层矛

盾调解工作新标杆。

强队伍，筑牢阵地之“基”。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把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优秀干

部选拔到调解工作岗位上。坚

持正确的奖惩导向，建立健全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干部工作

热情。

塑品牌，凸显调解之“效”。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优势，成立

“兆明调解工作室”和“娜姐女

子调解队”，利用本地好习惯、

好风俗等公序良俗，随时随地

化解矛盾，使调解更及时、更贴

近群众、更接地气。

重实效，创新化解之“策”。

树立“互联网+调解”理念，制

作调解“连心卡”，公开调解热

线，拓宽群众诉求渠道，最大限

度把矛盾有效吸附在当地，避

免产生信访“越”“跑”“漏”。

依法办，严建非访之“制”。

健全联席办会办机制，制定信

访人严重失信惩戒实施办法，

对于缠访闹访非访等严重扰乱

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零容

忍”，真正做到“信”知群众心里

事，“访”解百姓心头结，推动信

访工作更有温度、更有成效。

（杨自新）

湖北洪湖疾病预防和公卫体系建设显成效

江苏邳州擦亮“金牌个人调解工作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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