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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

者林丽鹂）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

管 理 总 局 近 日 召 开 的 一 季 度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各 地 区 、

各 部 门 加 快 推 进 妨 碍 统 一 市 场

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取得

了积极成效。各地区、各部门共

梳 理 涉 及 经 营 主 体 经 济 活 动 的

各类政策措施 690448 件，清理存

在 妨 碍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和 公 平

竞争问题的政策措施 4218 件，有

力破除了一批行政性垄断堵点，

有 效 制 止 了 地 方 保 护 和 市 场 分

割行为。

据介绍，2023 年 6 月 28 日，市

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商务部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 争 的 政 策 措 施 清 理 工 作 的 通

知》，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制定、现行有效的

政策措施进行集中清理。目前，

集中清理各项任务已经完成，具

体取得以下成效：

一是有力破除一批行政性垄

断堵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更加

畅 通 。 重 点 清 理 的 四 大 类 问 题

中，涉及妨碍市场准入和退出的

1917 件，涉及妨碍商品和要素自

由流动的 568 件，涉及不当影响

生产经营成本的 1462 件，涉及不

当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 121 件，

因文件到期废止等其他情况作出

调整的 150 件。

二是推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落实，防治地方保护和市场

分割更加有效。2023 年，全国市

场 监 管 部 门 会 同 审 查 政 策 措 施

9119 件 、发 送 整 改 建 议 书 1155
份，各地区、各部门修订或者废止

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措

施 1.76 万件。

三是加快完善公平竞争法规制度，防范不当市场干预

行为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本次清理出的政策措施涉及不

同文件类型，其中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事一议”等具体政

策措施占比分别为 0.55%、50.55%和 48.9%。各地区认真总

结经验做法，针对问题多发易发领域先后出台 25 件相关地

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工作规则。

四是切实增强各方思想和行动自觉，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工作合力更加凝聚。本次清理问题发现率 0.61%，

较 2019 年清理工作上升 0.05 个百分点；修订、废止的政策

措 施 中 ，制 定 主 体 为 国 务 院 各 部 门 的 占 0.38% ，省 级 占

6.02%，地市级占 44.93%，区县级占 48.67%。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整治地方保护、市场

分割突出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围绕人民

群众和经营主体反映突出的阻碍企业自主迁移、限制商品

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设置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等突出问

题，将突出整治重点，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及时回应

经营主体关切。同时，也将加大案件的公开曝光力度，强化

行政建议和执法约谈，大力纠治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为经营

主体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和公平竞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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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卢锡永、冉戌英夫妇是贵州省瓮安县珠藏镇丰岩村的村民。

1986 年结婚后，农闲时两人经常一起巡河。2005 年起，两人每天在

渡口之间清理杂物和垃圾，使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带动越来越多

人参与到河湖保护志愿服务中。两人曾获贵州省“最美河湖卫士”

“贵州好人”等荣誉。

■记者手记R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忙完手上的活儿，贵州省瓮安县珠藏镇

丰岩村村民卢锡永、冉戌英夫妇决定趁天色

未黑，再出一次船。

随着发动机声响起，小船在江中划出一

道波浪。一只夹子，两个网兜，一人掌舵，一

人打捞。直到天光暗淡，载着杂物和垃圾的

小船再次回到了岸边。

30 多年来，驾船打捞江面上的杂物和

垃圾，已成为卢锡永、冉戌英的生活常态。

如今，经过当地的保护与治理，家门口的乌

江河面越来越干净，河水越来越清。这其

中，也有夫妻俩的付出。义务巡河近半辈

子的卢锡永说：“乌江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

辈，我们也要为子孙后代守护好它，让美丽

家园更美好。这份责任沉甸甸，一刻也闲

不得嘞。”

从亲水到护水——
“家门口的环境可不能

被搞坏喽”

乌江，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作为贵

州 第 一 大 河 ，乌 江 流 域 覆 盖 了 贵 州 8 个 市

（州），对于出生在乌江岸边的卢锡永来说，

从记事起他就与这片水相伴，对这条大江有

深厚的感情。

“老辈人常说，乌江就是我们的家园。”

卢锡永说，小时候在河边玩耍，读书时摆渡

到对岸，长大后也一直在水边生活，“江面就

像自家院坝一样”。随手捡拾垃圾、保护岸

边环境，都是应该做的事。

1986 年，卢锡永与同是本地人的冉戌英

结为夫妻。农闲时，两人经常在江边散步，

看到散落在岸边的垃圾，就尽己所能地清理

干净。“家门口的环境可不能被搞坏喽！”就

这样，夫妻俩开始一有时间就巡河，宣传环

保理念，成了乌江边上的义务清洁工和环保

宣传员。

让两人的生活和乌江这个家园关系更

密 切 的 事 情 ，发 生 在 2005 年 。 那 一 年 ，卢

锡 永 夫 妇 二 人 参 加 了 县 里 交 通 运 输 部 门

的培训，并取得了从业证书。夫妻俩正式

接过了船桨，在家门口开始了摆渡工作。

卢 锡 永 摆 渡 的 双 池 渡 口 ，与 隔 壁 开 阳

县 宅 吉 乡 仅 一 水 之 隔 。 陆 路 交 通 不 便 的

年代，坐船是百姓出行的重要方式。卢锡

永说：“摆渡让我们有了一份新营生，更重

要的是能帮助老乡，我们对这份工作格外

珍惜。”

船上工作虽然辛苦，但能每天守着家门

口的这片江水，卢锡永并不厌烦。让他担忧

的是环境的变化：“垃圾多了起来。”卢锡永

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水面的垃圾甚至能卡

住渡船的机桨。

“多扫一下，‘院坝’就能干净一点。多

捞一天，河面就能更清一些。”怀揣着最朴素

的愿望，卢锡永和冉戌英下定决心，要守好

江面的环境。从那时起，夫妻俩更加用心地

巡河，看到水面有垃圾就打捞起来，有人乱

扔就及时制止，摆渡空载回来就沿线路打捞

垃圾。从起初清理河边杂物，到后来打捞水

上垃圾，卢锡永和冉戌英就这样把守护乌江

环境这件事坚持了下来。

是“兼职”更是责任——
“河水清了、河道干净

了，就是最好的‘报酬’”

说起义务巡河，卢锡永总开玩笑，说是

份“兼职”。谈起在江面上打捞垃圾的事，他

却比谁都认真。

2008 年，构皮滩水电站库区蓄水，乌江

水位上涨，加之双池渡口“洄水湾”的特殊地

形，造成杂物、垃圾不断增多。那几年，卢锡

永和冉戌英每天坚持摆渡回程时打捞垃圾，

担子格外重。

2012 年，当地依托乌江水域，鼓励村民

发展养殖，卢锡永筹资 10 多万元，购买了 30
多个铁桶，占据水域面积 800 多平方米，成为

持证发展网箱养殖的渔民。

“虽然网箱养殖收益可观，但对乌江有

污染。”2017 年，乌江流域启动网箱养殖清

理工作，卢锡永家带头拆除了网箱。与此

同 时 ，一 些 废 弃 网 箱 顺 流 而 下 ，夫 妻 俩 再

次加大了垃圾打捞力度。沿河两岸大约 5
公 里 ，是 他 们 日 常 清 理 垃 圾 的 范 围 ，而 拆

除网箱期间，打捞垃圾范围更是长达 15 公

里。家里买的三轮车，也成了垃圾上岸的

“中转车”。

“这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提高了，河里

的垃圾杂物少了不少。”卢锡永说。通过村

里的宣传，夫妻俩还了解到，打捞上岸的垃

圾不能随意焚烧、掩埋。于是，他们向村里

申请在河边配备一个垃圾转运箱，让垃圾有

更妥善的“去处”。

在相关部门支持下，一个崭新的垃圾转

运箱落地了。如今，打捞上岸的垃圾，定期

会有专门人员清运后进行专业处理，整个过

程变得更加环保。

平日里，常有人问夫妻俩，干这份“兼

职”有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领了补贴”？

但实际上，两人巡河都是义务出工，不领任

何报酬。

“保护乌江本来就是自家的事，我们巡

河从没有算过什么账。”卢锡永说，“河水清

了、河道干净了，就是最好的‘报酬’”。

从水上到岸边——
“我们的队伍在不断

壮大”

“这几年，公路交通越来越方便，坐船的

乘客自然就少了。”2022 年 3 月，瓮安县关闭

境内 10 个渡口，双池渡口在名单之中，卢锡

永夫妻从此不再从事摆渡工作。

但义务巡河并未停止。一有时间，他们

还是开着自家的小船，往返于相距 15 公里的

两个码头之间，清理江上的漂浮物。

卢锡永说，随着河水越来越清，周边景

色越来越好，早年间做摆渡工作时停靠的双

池渡口，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地，不少游客

前来度假、露营。夫妻俩当起了河边的义务

环保宣传员，只要有游客过来，就会提醒他

们处理好垃圾。

有一次，一群游客在河边露营后，没收

拾垃圾就开车离开了。卢锡永发现后，立马

开着三轮车追了上去，一口气追到半山腰。

他劝导游客回到河边，把垃圾收拾干净后带

走。“谁要破坏我们家门口的卫生，我就要和

他较真！”卢锡永说。

卢 锡 永 夫 妻 俩 的 这 份 坚 持 ，也 感 召 着

越 来 越 多 新 成 员 加 入 护 河 队 伍 。“ 现 在 大

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愿意为保护环境出

一 份 力 。”卢 锡 永 说 ，近 几 年 ，在 当 地 政 府

统筹下，河（湖）长、河湖管理保护志愿者、

村 民 代 表 等 陆 续 加 入 ，“ 我 们 的 队 伍 在 不

断壮大。”

更让夫妻俩高兴的，是这份守护“自家

院坝”的责任后继有人。现在，只要一有时

间，儿子和儿媳都会加入巡河和清理工作。

“你看，这是孙子给我们拍的‘工作照’。”拿

起手机，冉戌英满脸笑容地说，读小学的孙

子周末也跟着到岸边巡河。

“巡河是值得我们俩做一辈子的事。”卢

锡永笃定地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俩就不会

停止巡河。他相信，随着更多人加入保护环

境的队伍，这片家门口的“院坝”会更干净，

乌江会更清澈。

卢锡永、冉戌英夫妇义务巡河三十余载—

“让美丽家园更美好”
本报记者 黄 娴

驾一条船，沿河打捞垃圾，这是卢锡永、

冉戌英夫妻俩日常的生活。“没什么特殊原

因，就是希望河水干净”“没啥特别的故事，天

天就干差不多的事情”……这是采访过程中，

两口子对义务巡河最朴素的回答。数十载坚

守背后，是夫妻俩对护好这一段乌江的承

诺。也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卢锡永和冉戌英

的默默付出，才能让生态环境一天天更好。

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如今，在千

里乌江沿线，一张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

生态环境保护网正越织越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正如卢锡

永、冉戌英像打扫自家“院坝”卫生一样守护

乌江，义务护河队伍的不断壮大，也表明保

护环境正成为更多人的自觉。当人人都行

动起来，如点滴涓流汇入大河，必将形成生

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汇点滴涓流 护一江清水

上图：卢锡永、冉戌英夫妇

驾驶小船在乌江上打捞漂浮物。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左图：卢锡永（右）、冉戌英

夫妇在清理打捞上岸的杂物。

龙章榆摄

本报北京 3月
29日电 （记者罗

珊珊）记 者 29 日

从 中 国 贸 促 会 获

悉 ：目 前 ，第 二 届

链博会的筹备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中

外 企 业 参 展 踊 跃

程度超过首届，已

有近 200 家中外企

业签约参展，其中

外 资 企 业 占 比 超

过 20%。

贸 促 会 已 赴

新 加 坡 、西 班 牙 、

意大利、埃及等亚

非 欧 多 国 开 展 第

二 届 链 博 会 海 外

路演活动，近期还

将赴澳大利亚、新

西 兰 、英 国 、美 国

等国家进行推介，

力 争 实 现 全 球 路

演全覆盖。

贸 促 会 将 利

用链博会平台，联

手 京 津 冀 、长 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和中外企业交流合作，支持

中 西 部 地 区 企 业 参 展 观 展 ，统 筹

推 进 高 水 平 开 放 。 同 时 ，还 将 推

动 参 展 观 展 企 业 与 国 际 组 织 、外

国商协会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让

链博会成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

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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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浙江嘉兴南湖区一家农业数字化工厂内，工人在采摘立体栽培的小番茄。

近年来，嘉兴始终把深化农村改革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实现了农业提质增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果，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本报贵阳 3月 29日电 （记者陈隽逸）记者从贵州省科

技厅获悉：今年省科技厅从有关高校院所等单位遴选的

1200 名省级科技特派员已于 3 月中旬赴基层开展科技服

务。与往年不同的是，为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力量，提供

更加精准的指导服务，贵州今年将在每个市（州）试行增派

“法人科技特派员”。

“法人科技特派员”可依托涉农高校院所等单位整体优

势，围绕市（州）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帮助解决产业共性

技术难题，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升发展；引进开发高新技

术项目，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帮助规划和创建特色产业基

地，提升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科技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派驻各县（市、区、特区）的科技特派员遇到无法解决的瓶

颈问题时，根据申请及时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和指

导服务。

2023 年，贵州共选派省、市（州）两级科技特派员 2043
名，其中省级 1200 名，市（州）级 843 名，深入基层开展服务，

实现科技服务对所有行政村的全面覆盖。目前，2024 年市

（州）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也正有序进行。

贵州超千名科技特派员已赴基层开展服务
今年将试行增派“法人科技特派员”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29 日电 （记者于文静、张晓

龙）中国农业科学院 29 日启动实施“戈壁设施绿色高效种

植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大科技任务，将聚集全院优势科技力

量，着力破解技术痛点，带动戈壁沙漠设施农业高质量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地区发展。

2024 中国·和田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科技创新学术交流

暨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启动会 29 日在新疆和田

市召开。会议期间，相关专家围绕设施品种、结构、基质和

栽培等，介绍了我国戈壁沙漠设施农业发展现状、成效，指

出需进一步完善设施作物与环境互作基础研究，提高设施

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强农艺与农机融合，为发展以生态保

护、资源合理利用为前提的绿色高效戈壁沙漠设施农业提

供了重要参考。

据悉，该重大任务共设置 5 个课题，由中国农科院都市

农业研究所牵头，汇聚全院 6 个研究所 10 多个优势创新团

队，形成联合攻关模式。任务的实施将形成新基质、新品

种、新装备、新结构等创新成果，带动戈壁沙漠设施农业向

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中国农科院启动重大科技任务
推动戈壁设施农业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