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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

分。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有关专家介绍

秋分时令的健康养生和疾病防治知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

师龚燕冰说，秋分的“分”有等分的意思，

在秋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是等长的。

过了秋分之后，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

越长，暑气渐渐消退，气候变得凉爽，人

们的食欲比夏天要好，因此民间有“贴秋

膘”的说法。“贴秋膘”要根据时令和体质

特点来进补，以适度为宜。不能盲目进

补，也不能过度进补。

秋天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口唇干燥等

症状，因此要食用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

的食物。中医讲，五色对应五脏，其中白

色入肺。因此，可以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如莲藕、山药、百合、银耳、白萝卜、梨等，

这些食物都能起到养肺、润肺的作用。龚

燕冰推荐了一款药膳——百合银耳雪梨

饮。梨是应季水果，具有养阴生津、化痰

止咳的作用，百合有养阴润肺、养心安神

的作用，银耳有补气润肺、滋阴生津的作

用。3 种食材加水煮后食用，适合大多数

人群，也契合秋分的时令特点。

入秋后脾脏的运行功能会有所下

降，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的症

状。在这个时节，饮食上要以温暖、易消

化的食物为主，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

激性食物。如果风寒侵袭到后背，会出

现鼻塞、咳嗽、流鼻涕等感冒症状。此时

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即在早晚温

度比较低的时候一层一层增加衣物，在

中午温度稍高的时候逐层减少衣物，以应对季节气候的变化。

龚燕冰说，秋天容易使人产生情绪低落、抑郁、悲观等情绪。

在秋天，人体的生物钟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导致生理节

律紊乱，使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表现出兴趣下降、注意力不集

中、失眠、情绪低落、精神萎靡等症状。女性和老年人更容易出

现这些情绪，采用腹式呼吸法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减轻压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任医师吉训明

说，秋分以后，气温逐渐下降，昼夜温差加大。气温下降会导致

血管收缩，引起血压升高。加上由于天气逐步干燥、饮水不足

等，都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人们吃的食物相对热量

较高，容易引起胆固醇、血脂的升高，加上运动过少，也会增加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秋分时节，要注意保暖，尤其在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加衣

服，避免在天气骤变的情况下或者在寒冷天气里久待。要均衡

饮食，提倡少盐、少油、少糖，注意饮食多样化。同时，要进行适

当规律的运动，保持良好心态，避免情绪波动过大，保持充足睡

眠。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心梗和脑梗病史的人，

要注意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使其保持在稳定范围内。

﹃
贴
秋
膘
﹄
不
能
过
度
进
补

本
报
记
者

白
剑
峰

“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告诉我，我

来汇总报给社区。”一大早，家住江苏南京鼓

楼区热河南路 5 段小区的居民杨小薇就在楼

栋群里征集住户意见，没过多久，大伙将意见

纷纷发来。

希望能及时清理楼下垃圾箱、家里管线

老化想请社区联系人员帮忙看一眼……杨小

薇将问题一一记录，发送给社区网格员。“前

几年，居民对社区工作的配合度较低，现在很

支持。”杨小薇透露，转变得益于鼓楼区开展

的一项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

2019 年，鼓楼区被民政部确定开展街道

服务管理创新实验，主题为“以居民满意度为

导向的街道考评机制”。2021 年 1 月，鼓楼区

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实验，开始将经验融入基

层治理，将优秀做法从街道下沉社区，由试点

地区向全区推广。“以改革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实现基层管理能力与居民满意度的双

提升。”鼓楼区委书记王安伟说。

设计调查问卷
优化社区工作

2019 年 以 来 ，为 确 定 调 查 问 卷 具 体 内

容，鼓楼区开展各层级、各群体座谈会和现场

调研 30 余次。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党

建引领、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社会建设”4 个

维度，结合社区工作特点精选环境卫生、违建

整治、电动车充电等 17 项具体指标。

2021 年开始，鼓楼区将街道考评样本下

沉社区，将符合社区工作实际的指标，纳入星

级社区创建考评工作。

杨小薇居住的小区位于鼓楼区热河街道

二板桥社区，辖区内以老旧小区为主，不少缺

乏物业管理，加之人员密集，存在不少治理问

题。“当时，问题多，办法少，经常接到群众的

诉求，但是哪些工作最重要只能凭借主观判

断。”2020 年 7 月来到社区工作的二板桥社区

党委书记桑颖慧回忆，当时收集民意的形式

以上门走访为主，准确性和效率都偏低。

如今，每个季度都会有工作人员来二板

桥社区发放星级社区问卷。“题目不多，但都

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家住热河南路 5 段小

区的刘大爷说。

居 民 手 中 的 问 卷 ，是 桑 颖 慧 的 工 作 答

卷。“考评前经常紧张得睡不好觉，总觉得工

作还能够做得再好一点。如果分数低了，说

明这段时间社区工作出现了问题，要立马解

决。”每个季度星级社区的创建结果会与社区

工作者的年底考评以及评优评先直接挂钩，

也会影响社区工作人员的绩效。“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继续发挥考核样本的实验成果，

让社区工作者坚定不移地将居民满意度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热河南路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张文娟说。

可感知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使基层治理

发力更精准，为社区工作提供依据。垃圾分

类指标分数低了，说明有些小区垃圾分类出

现了情况；不文明养宠的人数多了，社区就要

做好教育宣传；反诈宣传力度分数降低，就要

及时与派出所沟通交流……“每一项指标的

变化趋势，都能为社区治理提供方向。”桑颖

慧说。

追踪居民意见
改造老旧小区

55 号、57 号片区曾经是热河南路街道工

作人员的一个难题。不仅私搭乱建严重、道

路泥泞不平，两栋上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居民

楼还存在外立面脱落、钢筋裸露的情况，有一

定安全隐患。

“从小区改造项目开始，我们就借鉴以

群众满意度为考评指标的做法，建立考评闭

环 的 工 作 机 制 。”姜 圩 路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李

悦说。

家住 55 号楼的李奶奶今年 70 岁，老伴

常年卧病在床。改造前，李奶奶家前十几平

方米的区域属于私建区域，项目改造之后变

成 了 小 区 的 公 共 空 间 ，这 样 的 转 变 来 之

不易。

“老旧小区改造对于一楼住户影响最大，

从征求意见到确定实施方案，我们前后跑了

四五次。”李悦介绍，社区构建了征求意见建

议—科学考评—精准反馈—整改落实—满意

度提升的考评闭环，每个环节流程都会公布

并确定整改优化事项，结果向居民公开。

改造项目推行伊始，社区就会同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专家、居民代表磋商，根据南

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原则，按照原址、原面积、

原高度“三原”原则进行改造，两年内完成。

但是如果将居民楼推倒重建，政府承担

主要经费的同时，居民仍需支付一定费用，这

让很多居民犯了难。“我和老伴生活条件不

好，现在确实掏不出来翻建的费用了。”李奶

奶说。

在多次上门询问意见、多方协商探讨之

后，社区最终决定采用外立面修缮加固、电线

管网优化的改造方案，代替推倒重建，也帮助

居民省下了翻建费用。

居民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是“以评促改”

流转机制的关键一环。每周三下午，姜圩路

社区都会召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监理会，社

区会同城管、建设方、居民代表协商本周的居

民 意 见 反 馈 情 况 ，做 到 对 居 民 意 见 的 动 态

追踪。

“每次开会，不仅要商量本周工作事项，

还设置‘回头看’环节，对居民反馈问题的整

改情况进行通报。”现在，姜圩路社区将“以评

促改”流转机制纳入社区工作流程，点对点下

发居民满意度考评负面评价整改通知，明确

整改计划、整改期限、整改进度，以问卷回访

形式进行随机抽查。

整合多方资源
提升治理能效

每个星期，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网

格员管其芳都要上门探访 45 户老人，询问他

们的生活诉求。

7 月初，管其芳发现中山北路小区前一

根电线掉落，随即掏出手机在热河南路街道

网格公共服务微信群报告了相关情况。9 分

钟后电信网格员回复消息并安排人员前往现

场处理，不到一个小时，掉落的电线被重新捆

绑好，确保居民出行安全。

这个微信群里，有电力、通信、燃气等多

家公司的网格员，只要网格员反馈问题，大家

就会在群里认领工单，督办解决。

“以前如果出现问题，网格员不具备协调

多方资源的能力，只能层层上报，还时常遇到

责任主体互相推诿的情况。”张文娟介绍，街

道创新开展“1+X+N”组团式入网格服务工

作体系建设，由社区网格员牵头，微网格员、

红色楼栋长、政法网格员、法律明白人、区街

下沉干部等行政资源组团式入网格，同时实

施“网格+公共服务”，引入电水气等力量服

务入格。

不仅是在热河南路街道，全区在街道部

门协同联动方面也做了不少尝试。 2019 年

以来，鼓楼区印发促进部门协同联动的文件，

对街道吹哨情形、部门报到流程、协同联动考

评等作了明确规定。整合城建城管、环境保

护、市场管理、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等多个部

门 管 理 事 项 ，力 争 把 民 生 事 项 充 分 化 解 在

基层。

江苏南京鼓楼区探索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基层治理模式—

让居民问卷成为社区工作答卷
本报记者 白光迪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R

核心阅读

设计调查问卷了解群众
真实需求、追踪居民意见实
时调整改造方案、多方协作
联动解决生活难题……近年
来，江苏南京鼓楼区实验以
群众满意度考评机制推动街
道服务管理创新，可感知可
量化的指标体系，使基层治
理发力更精准，也为社区工
作提供了依据。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数据显示，

今 年 1—7 月 ，广 东 省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5094.7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2%，其

中，第二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7.99%，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4.66 个

百分点。广东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保持

较高水平，支撑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集聚着数十万家制

造业企业，构成拉动用电量增长的重要

力量。1—7 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8.36%，增速高

于全省增速 0.54 个百分点，对全省用电

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74.49%。

在广东顺德，海信容声（广东）冰箱

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每隔 5 秒就有一

台冰箱下线。公司副总经理赵朝阳说，

公司投入超 600 万元对生产线进行数字

化改造，综合生产效率提升约两成。今

年以来订单增长较快，生产线马力全开，

拉动用电量同比增长超 30%。

“数据显示，大湾区内地 9 市 1—7

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超 24%，高于全省近 5 个百分

点 。 同 时 ，现 代 服 务 业 同 比 增 速 为

9.51%，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增长同

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市场营销

部营业科专责王勇超分析，“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培

育壮大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新动能加速蓄势聚力，为经济的转

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数据显示，广

东“三新”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3.21%，

增速连续 19 个月保持在 20%以上，新质

生产力加速培育。同时，绿色转型步伐

加快，风能原动设备制造、港口岸电、充

换电服务业 1—7 月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35.88%、37.23%、45.29%。

1—7 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 电 量 970.4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1.2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 2.83
个百分点，用电占制造业的比重维持在

41%以上，对制造业用电增长贡献率超

50%。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彰显区域经

济的强大韧性与充沛活力。

1—7 月，广东消费类行业用电同比

增长 10.53%，其中，升级消费类行业、可

选 消 费 类 行 业 用 电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19%、11.35%，反映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升级。

现 代 服 务 业 转 型 升 级 、新 型 消 费

经济蓬勃发展，带动相关行业用电量

增速加快。从细分行业来看，伴随多

元消费场景的融合焕新，接触型消费

和文旅消费需求发展壮大，1—7 月，文

教/工 美/体 育 和 娱 乐 用 品 制 造 业

（5.33%）、住宿和餐饮业（7.54%）、租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12.31%）、教 育/文 化/
体 育 和 娱 乐 业（13.99%）、批 发 和 零 售

业（14.90%）用 电 量 增 长 较 快 ；网 络 直

播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

业态、新模式日益普及，数字经济正助

力加快新型消费的转变和创新，相关

行业活跃度有所增强。

广东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新动能蓄势聚力，支撑经济转型升级
欧阳逸雪

本版责编：商 旸 吕 莉 徐 阳

（上接第一版）

“保费的 80%由各级财政承担，农

户承担 20%。百亩以下的散户每亩每

季水稻只需要支付 7.2 元，百亩以上的

规模户也只要 8.8 元。”桃源县财政局党

组成员、总会计师刘新明介绍。

桃源县级财政每年投入近 1500 万

元，为农险工作顺利推进提供强有力保

障。桃源县委组织部利用湖南探索推

行片长、组长、邻长“三长制”的契机，进

村入户做农业保险政策宣讲，让好政策

惠及更多农民。

“大灾理赔要快，我们采用理赔员、

协赔员、农业专家定损到户的运作机

制，以村为单位，一站式完成查勘、取样

测产、协助农户抢收等工作。”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源支公司经

理朱伟介绍。

先赔付、再公示，批量投保农户免

逐户报案……一系列简化流程手续的

方案，让农户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

“水把路都给淹了，没想到保险公

司的查勘员开着皮卡到了田边，比我还

先了解灾情。”说起这事，郑家驿镇的种

粮大户张顺达直竖大拇指。

受灾的 600 亩早稻全都买了农业

保险，33 万元的赔付款几天就到了账，

张顺达迅速投入晚稻再生产。再过几

天，抢种的晚稻就能收获。初步测算，

张顺达的合作社平均亩产相较正常年

份基本持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发展多层次农

业保险。”不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让张顺达种田的信心更足，“国家

的好政策，是咱农民的‘定心丸’。”

本报石家庄 9月 22日电 （记者邵

玉姿）为深入推进农村客运、货运物流、

邮政快递（以下简称“农村客货邮”）融

合发展，日前，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等 10
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到 2027 年，将累计

建成县乡村三级客货邮站点 6000 个以

上、开通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 600 条以

上，具备条件的县基本实现县乡两级站

点全覆盖。

河北将全面推进“一点多能”，依托

现有物流园区、汽车客运站等建设县级

共配中心，拓展货运物流、邮政快递、电

商、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利用客运

站、公交首末站、养护站、邮政支局（所）

等建设乡镇综合服务站，实现综合服务

功能的集聚，增强上接县、下联村的集

散中转能力。借用村委会、商超、邮政

便民服务站、供销社等乡村设施，完善

村级服务点，打造功能全、服务优的“一

站式”站点。

持续拓展服务。将发展“农村客货

邮+农产品流通”模式，引导运输企业

主动对接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开

通农产品定制化、季节性运输专线等特

色线路，促进农产品上行，提高流通效

率。发展“农村客货邮+电商服务”模

式，引导运输企业与电商企业合作，积

极搭建助农电商平台，提供日用消费

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服务。

河北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服务窗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