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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丽其热一样，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用电磁炉、电饭

锅替代了柴和煤，电冰箱、洗衣机保有量和利用率明显提

高。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自 2018 年以来，国网

“三区三州”电网改造区域新增冰箱 7.2 万台、洗衣机 12.7 万

台、电视机 21.1 万台、电炊具 26.6 万台以上。用电量的变化

也折射出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2020 年上半年，国网经营

区内“三区三州”地区全社会用电量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30%以上。

能源结构变化也在改变着脱贫地区的生活方式。“以前

烧煤取暖，家里到处都是灰。如今用上电采暖，暖和干净还

实惠。”河北省阜平县炭灰铺村脱贫户朱海红说，“过去养

点绿植，总是过不了冬。现在温度没问题，屋里美了，心

情也舒畅。”

2017 年以来，我国在北方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进煤改

气、煤改电和可再生能源供暖，在资金安排、能源保障上向

贫困地区倾斜。截至目前，清洁取暖率由 9%提高到 30%以

上，重点地区达到 71%。

从能源优势变产业优势，群众
增收富口袋

欠发达地区中，不少是风、光等新能源的富集区。据

此，能源行业着力产业扶贫，把能源优势变成“摇钱树”，有

力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脱贫。

“光伏扶贫电站就是我的‘阳光存折’，每年都能收到分

红。”山西省吉县屯里镇窑渠村脱贫户刘海鹏曾因身体瘫痪

经济困难，光伏扶贫让他手里有了余钱。

为确保光伏扶贫电站建成后稳定运行，国网德州供电

公司对光伏扶贫项目开展全程跟踪服务，及时消除设备隐

患，让“阳光红利”持续充分释放。

农光互补、牧光互补、渔光互补，光伏板下种菜养殖，

“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催生出一个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

在塔拉滩光伏产业园打工养羊，加上分红，一年能挣 3 万多

元。”背靠光伏产业园这棵“大树”，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恰卜恰镇西台村村民马生建脱了贫。

一个个光伏扶贫电站，成了不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

“阳光银行”。目前，全国累计建成 2636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

站，惠及近 6 万个贫困村、415 万贫困户，每年仅发电收益就

有约 180 亿元。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后，

平均每个村年均稳定增收 20 万元以上。

除了光伏扶贫，能源项目建设也持续发力，带动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2012 年以来，贫困地区重大能源

项目累计投资超过 2.7 万亿元，其中西部贫困地区输电通道

累计投资 3362 亿元，外送电直接收益超过 8600 亿元；全国

贫困地区开工建设了一批大型水电站、现代化煤矿、清洁高

效煤电等项目，合计增加就业岗位超过 10 万个。

“煤制天然气项目投产，给我们带来了清洁能源，还让

我端稳了饭碗。”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达达木图镇的特

列克·吐尔逊在新工厂找到了工作，实现了“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

从用电难到全流程用电，产业
发展有保障

新时代中国的能源发展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

发点，也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三五”

时期，我国重点推进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以及革命老区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实施贫困村通

动力电工程，让这些地区产业发展“动力”更足，“造血”功能

更强。

村村通动力电，现代农业有了保障。“电闸一拉，清水哗

哗往地里流，浇地方便多了！”山东省高唐县尚官屯村脱贫

户李庆瑞说，过去用柴油机抽水灌溉，一亩地浇一次水至少

花 25 元，现在用通电机井浇地，一亩地花费不到 5 元。国家

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电网覆盖范围内的农村地区

机井通动力电涉及农田 1.5 亿亩，每年可为农民节省灌溉成

本 100 多亿元。

动力电是贫困地区发展加工业的重要基础设施。“通了

电，机器设备连轴转都没问题，酿酒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

越带劲！”前几年，贵州省织金县新化村村民孙凯立申请了

扶贫小额贷款，酿起了苞谷酒，缺电成了他增收的一道坎，

“加工饲料的设备功率不到 2 千瓦，白天愣是转不动，只好

白天用人力、半夜开机器，赚不了多少钱。”关键时刻，南方电

网贵州电网公司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孙凯立的用电难题迎刃

而解，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

有力的电力供应，为脱贫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

2020 年 12 月，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为

沿线地区带来了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的机械化设备终于

派上了大用场！”日土县加伟雪山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经

理格桑尼玛喜上眉梢。过去电压不够，带不动设备，工人只

能手工制作粗羊毛，一斤只卖三块五；现在用机器加工羊毛

被，每件售价近 900 元。

曾经的能源困境再也不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加伟雪山

公司还办起了全流程用电的糌粑和藏香加工厂，“我们的工

人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4 万元。”格桑尼玛说。

电力足，产业兴。国家电网公司数据显示，2018—2020
年，国网经营区内“三区三州”电网建设拉动新增农产品生产

加工场所 2.5 万处，特色畜牧业及旅游业年均增收约 27 亿

元。2020 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加工业用电量增长

26.57%、乡镇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27%，甘孜藏族自治州旅

游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73%，脱贫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冉永平、顾仲阳、丁怡婷、郁静娴、徐驭尧）

午餐时间，辽宁省沈阳市沈河

区一品排骨米饭店内的 10 张餐桌

都已坐满。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店

干净整洁，收款处的墙上，挂着一

张沈阳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信息

公示板，上面清楚地张贴着营业执

照、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公示板中间

的一张绿色笑脸，代表该店在最近

一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

的动态等级为优。

自 2018 年起，沈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始推进食品安全网格化、

智慧化监管，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科技手段，对餐饮服务的加工制

作、环境卫生、清洗消毒、包装配送

等各个环节开展日常监督。

大数据监管——

手机一扫更放心

用手机扫描公示板上的食品

安 全 监 管 二 维 码 ，页 面 上 显 示 出

2020 年沈河区滨河市场监督管理

所对一品排骨米饭共检查 2 次，其

中 2020 年 6 月 13 日涉及 65 项检查

内 容 。 最 近 一 次 检 查 的 时 间 为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为进口冷链食

品专项检查。

“ 我 们 给 每 家 店 铺 派 发 二 维

码，要求张贴在公示板上，挂在醒

目位置。检查结果生成后，顾客扫

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检查、抽检、

处罚等内容，监管信息随时被顾客

了解到。”沈河区市场监管局餐饮

科工作人员刘琛介绍，“过去基层

监管人员入户监督检查都是填写

纸质表格，工作做了很多，攒下一

堆纸质材料，可顾客却看不到。”

“过去顾客不知道监督检查的

全 面 情 况 ，现 在 做 好 做 坏 有 说 法

了，我们就要把公示板挂在最显眼

的地方，让顾客更放心。”饭店负责

人刘红新干劲十足。

如何让沉积的监管数据真正

发挥作用？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全力推进网格化智慧监管，截至

今年 2 月，将近 6 万户餐饮单位在

电子地图上定位，纳入监管网格，

彻底摸清监管底数，实现网格、网

格员、企业主体三方绑定。

“ 检 查 时 两 名 监 管 人 员 到 店

后 ，要 对 照 沈 阳 食 药 监 管 客 户 端

所列出的检查清单逐项进行检查

记 录 ，沈 阳 食 药 监 管 客 户 端 会 自

动生成分数结果上传系统。”刘琛

说，“通过智慧化手段把监管流程

的 标 准 固 定 下 来 ，可 以 使 过 程 更

公 正 清 晰 ，对 监 管 人 员 的 考 核 也

更有据可依。”

不仅如此，监管部门还对餐饮

单位进行了监管等级、经营业态等

方面的分类。例如学校周边、旅游

景区周边的监管等级相对较高，小

餐饮企业和学校食堂分属不同经

营业态。

“根据需要，我们针对不同细

分领域还会开展专项检查。”沈阳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学良介绍，

“所有检查结果数据累积下来，就

会形成企业的微观画像。2020 年 2
月起，我们开始为各个餐饮单位建

立电子档案，生成的食品安全指数

既可以为我们的风险管理提供依

据，未来嵌入相关消费平台后也将

引导消费者进行优质消费。”

视频直播——

后厨制作看得见

晚上 7 点，位于沈阳嘉里城商

场的椒爱·水煮鱼川菜的后厨内，

五六名身着统一服装、面戴口罩的

师傅正紧张忙碌着：配料、炸鱼、浇

油、放辣椒、再浇油，整个流程十几

分钟，4 份水煮鱼同时完成……厨

房里的工作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手

机 屏 幕 上 ，甚 至 连 浇 油 时 升 起 的

热气、上菜前最后擦拭碗边的动作

都能看到。

2020 年 7 月，沈阳市市场监管

部门与饿了么平台合作，推广网络

餐饮明厨亮灶试点。消费者通过

外 卖 订 餐 平 台 ，就 能 看 到 食 品 加

工、制作的实时过程。

“互联网监管+明厨亮灶是我

们在推进全市规模以上餐饮单位

明 厨 亮 灶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再 创

新。”沈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餐饮

处工作人员教萍说，“为应对疫情

影响，许多堂食餐厅都开展了外卖

业务。我们的监管也要适应网络

订餐的增长趋势。”

“一下子把制作全过程展现出

来，万一有环节做不好怎么办？配

料配方都是我们独家的，万一泄露

了怎么办？”刚听说这件事，椒爱嘉

里城店店长李海南的第一反应是

拒绝。可转念一想，李海南又觉得

试试也未尝不可：“之前我们也觉

得水煮鱼非常不适合外卖，但为应

对疫情影响我们做了尝试，发现卖

得也不错。网络餐饮明厨亮灶虽

然是新生事物，但也是未来趋势，

督促我们后厨随时随地都要注意

操作规范。”

面对商家的顾虑，外卖平台也

提出对优先试点的店铺给予前端

重点推荐、增加流量等激励措施，

免费为餐厅安装摄像头，在不泄露

配方配料的前提下，把厨房的卫生

环 境 、烹 炒 、装 盘 等 过 程 清 晰 展

现。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升

级，服务也要跟上，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让消费者对外卖食品的

安全更加放心。

玛丽的约会是一家西餐厅，虽

然暂未开放外卖服务，却是最早在

外卖平台开通“阳光厨房直播”的

餐厅之一，摄像头的位置正对着操

作 台 和 出 餐 口 。 经 理 董 晓 明 说 ：

“ 我 们 虽 然 暂 时 不 在 平 台 上 做 外

卖，但很愿意有这样一个网络窗口

展示我们的后厨操作。消费者对

环境、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

也是提前布局。”

“ 现 在 我 们 的 商 家 介 绍 页 面

里，多了一项‘阳光厨房直播’，外

卖订单量也翻了一番。”李海南说。

“目前，沈阳市规模以上餐饮

单位已基本实现‘明厨亮灶’。在

此基础上，我们选取饿了么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作为试点，有序推进

互联网监管+明厨亮灶试点工作。”

教萍说。

食安封签——

配送过程保安全

“ 您 有 一 个 新 订 单 ，请 及 时

处理。”

核对订单后，刘红新将排骨和

米饭分开装盒，放入塑料袋，在袋

口打结处仔细粘上了“食安封签”

的贴纸，放在店门口等待外卖骑手

取餐。

“ 也 有 商 家 自 己 设 计 封 签 样

式，或直接用打印的客单小票作为

封签。‘食安封签’的特点是一经破

坏无法复原，可以为食品在配送过

程中的质量安全加上一道保障。”

教萍说，“我们从 2019 年就开始推

进这项工作。在疫情防控中，‘食

安封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炎是美团外卖的骑手。每

天上岗前，他都要先对自己的餐箱

做一次消毒。“年初上岗前我们进

行 了 核 酸 检 测 ，现 在 每 天 上 报 体

温。”陈炎说，“现在许多办公楼都

采取了无接触配送措施。顾客在

下单后，可以在平台上联系商家和

骑手。我们把餐食放到一楼的指

定位置后，拍照通知顾客到指定区

域领取。”

“从数据上来看，同一家店在

贴‘食安封签’后，复购率比没贴时

增长达到 40 个百分点。”美团点评

相关负责人于振河说，“有了封签，

商家和外卖平台的责任也更加明

晰了。一旦 封 签 在 配 送 途 中 发 生

破 损 、造 成 食 品 质 量 问 题 ，顾 客

的 退 餐 要 求 就 相 应 地 由 平 台 来

承担。”

“目前，沈阳市多家连锁餐饮

单位均已实现外卖‘食安封签’全

覆盖，全市 13 个区县实现了‘食安

封签’区域全覆盖，为消费者的食

品安全再加一道防线。”教萍说。

沈阳利用科技手段推进餐饮行业智慧化监管

饭店卫生好不好 手机扫码瞧一瞧
本报记者 胡婧怡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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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辽宁省沈
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
技手段，推进食品安全
智慧化监管。将餐饮
单位纳入网格，顾客可
扫取二维码了解监管
信息；推广网络餐饮明
厨亮灶，消费者可通过
订餐平台看到食品加
工、制作全过程；在餐
食包装袋上粘贴食安
封签，为配送过程质量
安全加上一道保障。

■一线探民生R

每逢春运，各地铁路工作人员

都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旅客

的出行之路。

今年春运开始后，湖南娄底车

务段的调车员奋战一线，确保列车

运行平稳有序。同时，娄底火车站

不断优化服务，为候车旅客送去热

茶。这项服务已坚持 26 年，成了很

多人记忆中的温暖瞬间。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库 木 塔 格 沙 漠

中，敦煌铁路在冷风中蜿蜒前行。

阳关站至沙山沟站区段，浮尘、扬沙

和沙尘暴天气频发，大风过处，细沙

涌向铁道。凌晨 5 点，工长曹文带

着职工们出发了，他们要赶往 85 公

里以外的清沙点。把阳关站至沙山

沟站之间 12 公里线路上的积沙及

时清理出去，是嘉峪关工务段肃北

线路维修工区 14 名职工的一项重

要工作。他们不辞辛苦，逆风走上

线路，挥动铁锨清理黄沙。这条线

路开通才一年的时间，职工们的手

心，却早早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今年春运期间，南京南站推出

相关服务，为老年人等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旅客提供核验行程码、中

转换乘和接送站服务，让他们享受

安全和便利。春运以来，车站还推

出了智能取餐柜、安检自助快递柜、

智能寄存柜、站内导航等“无接触”

智能设备，方便旅客出行。

图①：娄底车务段职工进行调

车作业。

刘玉良 许 准摄影报道

图②：嘉峪关工务段职工清理

黄沙。

王锦涛 贾国庆摄影报道

图③：南京南站工作人员协助

老人办理换乘手续。

姚雪青 段利雷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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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申少铁）国家药监局近日

发布了《2020 年度医疗器械注册工作报告》。报告显示，

2020 年国家药监局受理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共计 10579 项，

比 2019 年增加 15.6%，其中受理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

申请 4220 项，进口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6359 项。医疗器械首

次注册申请达 2011 项，占全部医疗器械注册申请的 19%。

疫情防控应急审批工作成效显著。2020 年初，为了应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药监局按照中央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把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等疫情防控产品应急审批作为重要任务。2020
年，共批准 54 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其中包括 8 个核酸快速

检测产品。此外，还批准了基因测序仪、核酸检测仪、呼吸

机和血液净化装置等 20 个仪器设备，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工

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去年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量超万项
比2019年增加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