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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方位
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R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

确提出，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加快脱贫地区农产品和食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

电商、批发市场与区域特色产业精准对接。

当 前 ，脱 贫 地 区 相 关 设 施 建 设 情 况 如

何？怎样实现精准对接？未来如何进一步

补齐发展短板？记者在重庆、内蒙古两地进

行了采访。

建设县、乡、村三级
物流配送体系

货车开进村，屋外，一声喇叭响起，重庆

巫溪县吉龙村村民冯正碧扛着辣椒就往外

走。这袋 50 斤的辣椒，将搭乘车辆出村，进

到镇里的冷库，再过不久，就能卖到城里。

在巫溪，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

成，农村物流体系如同毛细血管，伸向田间

地头。村民的蔬菜、水果，正搭乘快车，驶出

大山。

天元乡位于大巴山深处，离县城将近两

个小时的路程，曾是重庆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物流不畅。以往，县城商贩偶尔上门

来收购，可价格压得较低。“附近也没有市

场，不卖也没办法。”村民两手一摊。

由 于 蔬 果 产 量 不 大 ，商 贩 不 愿 往 村 里

跑。有时，村民只能眼瞅着蔬果烂在地里。

“种了也卖不出去，这可怎么办？”由于积极

性受挫，有的村民干脆不种了，任由自家的

地荒着，村集体收入也捉襟见肘。

2019 年，在巫溪县商务委的指导下，天

元乡 9 个村集体联合成立了商贸公司。公司

完善县、乡、村仓储配送体系，在 9 个村均建

有仓储基地，乡里建设一个集配中心，县里

建设中转基地。

冷 链 车 开 进 了 天 元 乡 ，冷 库 也 建 起 来

了。各村的蔬果，先在仓储基地聚集，再转

运到乡里集配中心储存，当天就可以到县里

中转，运输到各地。借力物流升级，货物配

送和投递效率明显提高，物流成本下降两三

成。蔬果不用再烂在地里，还能卖上好价

钱。2020 年，克服疫情影响，公司生意逆势

上扬，销售额超 2000 万元，天元乡的村集体

收入平均接近 10 万元。

村里的运输通畅了，县里的电商物流分

拨中心也建了起来。巫溪县商务委副主任

姚玉和说，当地正在建设配送专线，以 3 条省

道为主线，打造县城至各乡镇等 8 条城乡配

送专线，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此外，巫溪还将完善末端网点建设。在

各乡镇及行政村建设末端配送网点，配备办

公、生产、消防等相关设施设备，努力实现

县、乡、村物流体系全覆盖。

智能仓储保鲜，积极
对接物流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大

庄园肉业有限公司的 5 万吨级智能化全自动

立体冷库里，一件件加工好的羊肉产品，通

过自动扫码，数据化输入，由机器人自动出

入库。

“智能化全自动立体冷库，库容大、标准

高，冷藏库温能够达到零下 22 摄氏度，高于

零下 18 摄氏度的国家标准。而且周转率高，

先进先出，不会积压，肉质更新鲜。”公司行

政副总经理于中政介绍。

“为保障羊肉品质，我们与锡林浩特市

周边 3000 多户牧民建立了紧密联系，带动就

业的同时，还给予 10 多户建档立卡户额外的

收购补贴。”于中政说，企业还建设了数字化

牧民之家。“牧民可以在交易大厅，通过屏幕

实时观看卸羊、检斤、定等的全过程，随时了

解采购价格，实时结算。”

步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南渠村的

旭一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园区，上万头肉牛按

照不同生长阶段，分别饲养在不同棚区。村

民们都说，日子富起来离不开养牛。

“这些年，我们与周边 5000 多户农户对

接，发展肉牛养殖产业，规模已达 3 万多头。”

中南渠村党总支书记、企业负责人张继新说。

产业规模有了，新鲜优质牛肉如何卖得

好、走得远？“我们与七八家大型冷链物流企

业合作，线上 +线下、地面 +空中立体化配

送，新鲜的牛肉可以第一时间到达消费者的

餐桌。”张继新说，“现在一年销售牛肉 3000
多吨，产值 4.5 亿元，农户户均增收 10 万元以

上。全村 22 户建档立卡户，已于 2020 年全

部脱贫。”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形成呼和浩特至

北京、沈阳等 7 条冷链专线，实现 118 个城市

次日递、200 个城市隔日递，全区形成 800 余

条线路组成的全程冷链网络。

补足流通短板，完善
物流网络

在大巴山深处的宝坪村，百亩冬桃基地

里，绿意浓浓，桃花凋落后，果子挂满枝头，

村民何正美正在地里忙活。“再过几个月，桃

子成熟，就要用车装到县城里去卖，有的还

卖到重庆城里呢！”她一脸乐呵。

“销路广了，价格也更高，村民的钱袋子

也鼓了起来。”天元乡党委书记林永说，“乡

村振兴要搭好‘舞台’，让村民‘唱戏’，在市

场中致富。”

配送效率更高，销售渠道更广，离不开

基础设施的改善。据介绍，重庆市冷库总量

从 2015 年底的 119.93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底

的 166.9 万吨；冷藏运输车保有量从 2013 年

的 433 辆增长至 2019 年的 1788 辆，累计增长

311.1%……

针对一些偏远地区物流依然不便宜、不

够快的问题，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积极构筑农产品冷链物流体

系，让更多农产品快捷进入市场。“打通农产

品流通‘最初一公里’，在脱贫地区和主产乡

镇全域覆盖集配中心、小冷库建设，基本解

决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储存、销售；完善农产

品‘最后一公里’冷链销售配送体系，利用骨

干生鲜零售商贸企业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

优势，形成直采基地、专业运输、集中仓储、

专柜销售冷链链条。”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实施意见，

聚焦农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加强农畜

产品产地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依托农畜产品

生产基础和大型批发市场，建设特色农畜产

品冷链物流基地。“‘十四五’时期，内蒙古邮

政、快递拟建设物流园区（枢纽场站）冷库共

16 个，总库容约 105.78 万立方米。涵盖果蔬

分拣中心、冷链仓储中心、物流集散中心等

功能区。”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

管处处长李埃介绍。

“新建成的园区、冷库将对农畜产品流

通服务网络的建设与衔接，对加快完善县、

乡、村物流体系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将促进

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

通格局。”李埃表示。

加快冷链物流建设，支持农企精准对接—

让特色农产品运得出卖得好
本报记者 刘新吾 张 枨

新 华 社 贵 阳 6 月 20 日 电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

会议日前在贵州毕节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加集中的支

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

的工作，加快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发展，让脱贫基础更加稳

固、成效更可持续，确保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不掉

队，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奠定坚实基础。

胡 春 华 指 出 ，脱 贫 攻 坚 战

全 面 胜 利 后 ，重 点 帮 扶 县 经 济

社 会 总 体 发 展 水 平 仍 然 较 低 ，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面临

不少困难，必须明确目标导向，

用 乡 村 振 兴 统 揽 各 项 支 持 工

作 ，全 面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尽 快 补 齐 区 域 性 发 展 短

板。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作 为 首 要 任 务 ，大 力 促 进 脱

贫 人 口 持 续 增 收 ，坚 决 守 住 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切

实 增 强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做 大 做

强 帮 扶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县 域 经

济 ，加 强 与 发 达 地 区 经 济 联

系。要加快促进社会发展和文

明 进 步 ，推 动 教 育 医 疗 文 化 等

社 会 事 业 发 展 ，探 索 建 立 适 应

县 域 特 点 的 人 才 使 用 机 制 ，推

动形成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要

全 面 加 强 对 重 点 帮 扶 县 的 支 持

保 障 ，中 央 部 门 要 强 化 政 策 支

持 ，东 西 部 协 作 要 加 大 倾 斜 力

度 ，西 部 各 省 份 党 委 和 政 府 要

切 实 担 负 起 总 体 责 任 ，重 点 帮

扶县要积极主动努力，合力促进发展。

在贵州期间，胡春华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的毕节

市纳雍县和六盘水市水城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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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李红梅）为方便患者及时购

买到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国家医保局 18 日发布谈判药品配备

机构名单（第二批），涉及 92 个药品，均为 2020 年谈判新增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品种。截至 5 月 31 日，92 个药品在全国

8.4 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3.2 万家，定

点零售药店 5.2 万家。富马酸伏诺拉生片等 5 个药品在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配备，73 个药品覆盖省份已

超 20 个。

此前 4 月份国家医保局公布了首批 19 个谈判药品配备机

构。与 4 月份相比，19 个临床急需药品配备机构数量从 3324
家增加到 5572 家，增幅达 68%；覆盖省份的数量也持续增加，

平均覆盖省份的数量从 22 个增至 25 个。

国家医保局发布

谈判药品配备第二批机构名单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王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决定于 19 日开始，通过联合调度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

库，实施 2021 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调水调沙是在充分

考虑黄河下游河道输沙能力的前提下，利用水库调节库容，

适时蓄存或泄放，便于输送泥沙，减轻下游河道淤积。本次

调水调沙结合黄河中游水库腾库迎汛要求，考虑下游用水

情况等，历时 20 天左右。此外，为增强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

后续动力，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

联合调度模式开展，其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为 4500
立方米每秒。

据悉，本次调水调沙将力求实现多重效果。尽可能实现

小浪底水库排沙减淤；进一步维持黄河下游中水河槽稳定；实

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探索不同运用条件下水

库排沙和下游河道泥沙输移规律等。

本次调水调沙流量大、持续时间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将

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及时滚动分析水雨情，加强应急值守

和防汛会商，强化水库实时调度，加强工程巡查防守，确保各

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

黄河 2021 年汛前调水调沙启动

6 月 20 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永州塔

峰—郴州马托）220 千伏线路项目工地，工人冒

酷暑，战高温，紧张施工。该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 8 月完

工，投产后每天可供电负荷 10 万千瓦。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夏日施工

（上接第一版）

既“当下改”，又“长久立”。专项整治开展以

来，各地各部门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对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该清即清、该留则留，防止“一刀切”，也坚

持标本兼治，着手建立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机

制，努力做到为基层真减负、减真负。

轻装上阵 基层干部有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整治效果好不好，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最直观的就是手机‘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少

了。”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道党政办副主

任张斯睿说，专项整治对工作群进行了整合，现在

手机里只剩一个领导班子群、一个干部交流群和一

个业务指导群，盯群、爬楼的情况少了，服务群众的

质量也提升了。

这是武汉出硬招抓规范整治，切实为基层松绑

减负的一个缩影。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武汉重点对

160个办公类、管理类、学习类应用程序进行整治，精

简应用程序 32个，降幅达 20%。与此同时，当地还迅

速采取措施纠治重“痕”不重“绩”、跟风点赞、时时待

命、多头报送等突出问题，让基层干部有“实”感。

纠治“指尖”歪风，带来的是思想认识的提升。

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基层干部表示，这次专项

整治给各级领导提了个醒，大家普遍认识到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用不好也会增加基层负担、损害党群

关系。“乱建群、搞打卡，搞各种点赞献花的现象少

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弦绷得更紧了。”

“过去基层单位总是爱搞几个 APP，弄点花样，

现在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风险性，责任心

也上来了。”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政务服务局副局

长丛丽馥的切身感受，反映了基层单位思想认识的

喜人变化。

思想认识的提升，带来从“重痕迹”到“重实绩”

的转变。“以前看群里反应速度、举拳头的高度，现

在评价严格按绩效考核来，考核和评价方式也更实

在了。”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建

涛说，通过专项整治，基层干部疲于奔命的情况有

了很大改观，工作效率和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指上”清风，带来工作“新风”。

基层干部“键对键”的时间短了，才能把更多精

力用在和群众“面对面”、为民解忧纾困的实事上

来。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东风街道党工委书记盛

新春原来有 60 多个群，每天早上都被各式各样的信

息“轰炸”。“现在我们对手机上的各类工作群都进行

了整合，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到一线去。”

“通过专项整治，大家完成了从‘群里吼’到‘实

地走’的工作作风转变。”金建涛介绍，过去街道基

层干部疲于应付、被动回复，分散了大量精力。通

过专项整治，大家到社区一线服务的时间更多了，

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也更近了。

“指尖上的烦恼”少了，基层干部的精气神也焕

然一新。

不再“提心吊胆”“焦虑分神”，可以“静下心来

干实事”，是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不少干部的最直

观感受。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闫伟峰明显感觉到专项整治后自己工作、生活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工作群清理整顿后，我有

了更多精力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生活上的

烦恼也少了很多。”闫伟峰说，不仅基层干部减轻了

负担，群众的好评也让他们很受鼓舞。

“基层街道和社区工作繁杂，过去工作人员手

机里大大小小各种工作群，忙一两个小时不看，就

能攒上百条未读消息。”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玮华说，现在经过清理整合，

工作群少了，大家发通知前都会“提炼重点”，确保

消息精简凝练、言之有物。

“没想到中南海的文件和基层干部的感受这么

一致。”在吉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永波看来，党

中央“一竿子插到底”抓专项整治工作，体现了党中

央对反对形式主义的要求更细致更具体，释放出一

锤接着一锤敲、不断走深走实的强烈信号。

久久为功 推动整治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能仅限于为期半

年的专项整治。要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反弹回潮，

就必须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常态监督，进一步解放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让他们沉得下心思、迈

得开步子。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巩固整

治成效上下功夫——

湖北委托专业机构充分运用技术巡查手段，对

全省网站、平台、自媒体、工作群等进行巡查抽查，

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问题；天津发挥基层观察

点、观察员“瞭望哨”作用，提升信息反馈能力，深入

了解整治工作实际效果和基层真实感受……

记者了解到，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

基层减负常态化工作，对突出问题定期“回头看”，

防止反弹回潮将是各地区各部门下一步的重要工

作。同时，中央网信办、国务院办公厅也将加强对

地方和部门的指导，对此次整治发现的问题拉单挂

账，逐一推动解决。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建立健

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广东上线运行面向全省公职人员的“粤政易”

APP，要求原则上不再单独新建移动应用，已经独立

建设的，要分步分类对接或整合到“粤政易”平台；山

西构建起集中统一、技术兼容、安全高效的政务移动

应用体系，原则上全面依托“晋政通”提供服务……

控增量，提质量。记者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国

务院办公厅正抓紧研究制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建设和管理办法，建立统筹管理、审核备案、评价反

馈、清理退出等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向常态化管理

转变。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创新基

层治理“新思路”上下功夫——

在采访中，武汉的一位基层干部举出的一个

“小例子”，反映出专项整治后的“大变化”：以前办

理 80 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贴，需要社区工作者上

门核实，群众较为抵触。现在通过深化街道管理体

制改革，增加行政和事业编制，运用大数据系统，社

区工作者上门不再是看老人是否健在，而是通过

“三帮四查”，即帮做饭、看病、代购生活物品，查吃、

穿、住、行来落实，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从抵触到认可，转变的是基层作风，赢得的是百

姓认同。从“群里吼”到“实地走”，一批批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得到解决，基层干部为群众服务的能力更强了。

驰而不息，方能久久为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

钉钉子精神整治形式主义，让基层干部卸下更多无

谓的负担，“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必

将使基层工作更加高效，干部作风更加务实，百姓

获得感更加充实，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参与采写：赖星、郑

生竹、任玮、董雪、陈弘毅、杨帆、段续）

本报乌鲁木齐 6 月 20 日电 （记者阿尔达克）记者 20 日

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获悉：

塔里木油田现已在富满油田钻成 56 口百吨井，摸清了富满

区域油气藏的地质规律，找到了一个 10 亿吨级新的石油规

模储量区，这是近 10 年来塔里木油田盆地石油勘探的最大

发现。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总经理杨学文说，富满油田主力产

层埋深 8000 米左右，是全球迄今为止发现的埋藏最深、规模

最大的碳酸盐岩挥发性油藏。富满油田开采难度位居世界前

沿，最近 6 年来，塔里木油田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使新井成

功率从 75%提升到目前的 95%以上，推动大沙漠区超深油气

高效益开发。

最近，塔里木盆地富满地区捷报频传，该区域重点探井满

深 2 井钻井深度达 8470 米，测试油柱高度达 550 米，创造了塔

里木盆地大沙漠区最深出油纪录和油柱高度最大纪录。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埋深超过 6000 米

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全国的 83.2%和 63.9%。目前，塔

里木油田已建成我国最大超深层油气生产基地。

塔里木油田发现 10亿吨级超深大油气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