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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维福 李杰）记者从1
月 12 日召开的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近日许多省市迅速
派出医务人员驰援河北，大大缓解了当地
的核酸检测压力。

在核酸检测方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救治组协调了 12 支 252 人参加的国家
检测支队，支援石家庄、邢台和廊坊的检
测工作。其中，有江苏 106 人、浙江 103
人、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23 人、北京天
坛医院20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支援廊坊
市核酸检测每天检测16万份，天津市卫生
健康委支援廊坊市每天检测6万份。华大
集团紧急调集 513人和核心设备 173台于
1月7号凌晨4点赶到石家庄，利用21个小
时迅速建成日单检能力 10 万份的“火眼”

实验室（气膜版）支援核酸检测。通过国
家和兄弟省、市检测机构的支援和支持，
当前该省核酸检测日单检能力已经达到
了110万份，大大缓解了当地的检测压力。

在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派出了 49 名国家专家分别到石
家庄、邢台、廊坊现场给予指导，同时江
苏、江西、广东、湖南和浙江 5 个省各派出
了 20名共 100人的流调专家队伍，支援河
北开展流调溯源和隔离观察工作。

在医疗救治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及
时派出 29 名全国最具权威的多学科的专
家团队，进驻到定点医院一线开展救治。
天津市支援了 20辆负压救护车和 80名院
前急救人员，湖北武汉市支援了 1 台方舱
CT和5辆负压救护车等。

多地医务人员火速驰援河北核酸检测压力大为缓解

□□ 贺心欣 韩双龙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蜿蜒的归流河水，滚滚向前；魅力的
札萨克图，生生不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科右前旗一张蓝图绘到底，打通“绿水
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从“生态
立城”的振臂一呼，到科尔沁塔拉城中草
原的探索先行；从“一核两轴、四区六园”，
到“南扩北移西延中提升”的实践探索；从
美丽乡村建设，到全域旅游发展，一幅绿
色发展的时代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擦亮“绿色名片”做好“宜
居”文章

科右前旗围绕兴安盟委“建设 50 万
人口大乌兰浩特”的决策部署，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为目标，将生态保护全面融
入城市发展中，坚持美丽县城、美丽乡镇、
美丽乡村“三美”共建，突出“精品、精致、
精细”意识，打造区域重要支点城市，聚焦
擦亮城市新名片，高标准启动哈萨尔主题
公园建设，加快科尔沁塔拉城中草原、省
道北带状公园等盟旗共建项目，加快构建

“城乡大格局”。深化河湖连通工程建设，
启动“五河七湖”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加快
实施柳川河生态治理项目，探索形成自然
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新
模式，实现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相辅相
成、城景互融。

“村里各家各户房前屋后都挺干净
的，我们也不能落后啊。”村民李德兰一边
收拾着庭院，一边笑呵呵地说。走在科右
前旗俄体镇双胜村，沃野千里田畴似锦，
秀美乡村瓜果飘香，道路干净平坦，户均
门前 8 棵树，院内 3 头牛，“垃圾不落地”

“人人有事做”，这种景象比比皆是。科右

前旗以实施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为抓
手，严控秸秆焚烧、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
程，重点整治“脏、乱、差”现象，大力推进

“厕所革命”，为城乡的绿色发展和生态宜
居交出了漂亮的绿色成绩单，城乡绿地越
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清新，居民环境越
来越优美，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爆棚”。

科右前旗大手笔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全方位提升城市品位，成功荣获国家
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先试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先导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有机农产品示范旗”等荣誉称号，察尔森
镇被评为全区首批特色小镇，远新村、察尔
森嘎查入围国家森林乡村名单。一项项山
清水秀、产兴业旺的成果令人欣喜。

拓展“绿色致富”做好“增
收”文章

“一亩园能顶十亩田，我现在种的是
第二茬雪里蕻、芥菜樱、小油菜、茼蒿和小
白菜，不到一亩地的菜园子，每年都能收
入 8000 到 1 万元。”巴日嘎斯台乡哈拉黑
村村民张秀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如今，科右前旗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并将“庭院经济”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一项重要精准扶贫产业来抓，通过开发闲
置的窗前屋后空地，种植蔬菜、瓜果，养殖
鸡、鸭、鹅等家禽，将不起眼的“小庭院”变
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发展林果业不仅可以让村民增加收
入，更可以美化环境，真是一举两得。”看
着沙果挂满枝头，村民孙显富笑出了声。
大石寨镇三星村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果树种植，林果产业取得了
骄人成绩。全村有果树种植户 180余户，
果树栽植面积超 6000亩，品种多样，基本

形成了“果苗繁育+果树种植+果品销售”
的产育销一条龙式的集群发展模式，逐步
发展成为石寨镇林果产业龙头村、示范
村，以林果产业的实际成效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发展。

“家有三头牛，生活不用愁。”在桃合
木苏木依靠牛产业脱贫致富的群众已逐
渐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如今，桃
合木狠抓牛产业，从美国引进海福特牛冻
精，对本地西门塔尔母牛进行人工冷配，
培育出“桃合木牛”品种，共接“桃合木牛
犊”135头，取得显著经济效益，进一步加
深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加肉牛产业联盟的
合作交流，就下一步培育“桃合木肉牛”品
牌达成战略协议。今年 3 月，161 万亩有
机草原、6万头有机肉牛和12万只有机肉
羊获得国家有机认证，有力提高了桃合木
苏木草牧业产品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和
品牌价位。

察尔森水稻观光园整合资金 2000万
元，全力推广绿色水稻、绿色水产“双水双
绿”种植模式；科尔沁镇、居力很镇一体化
打造城郊型现代农牧业园区，组建“果蔬
联盟”，实现1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圈；额
尔格图镇生猪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合
作社”现代化生猪产业体系日臻完善；巴
日嘎斯台乡多种经营产业园区蓬勃发展；
扎实推进“双百双千”“双百千亿”工程，以

“两米两牛”为重点，加快培育“米、菜、油、
糖，猪、药、牛、羊”八大主导产业。德康
300 万头生猪养殖加工一体化项目进展
顺利，年内实现50万头养殖规模，配套饲
料加工厂正式投产。伊利集团有机高端
乳制品智能示范项目6座1.2万头牧场建
设任务现已全部开工，建设规模达到 7.7
万头，超额完成 5000头，创造了乳业发展
的“兴安速度”“前旗样板”。

守住“绿色底线”做好“山
水”文章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色、
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让草
原牧歌欢唱……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科右前旗这片土地正不断绿起
来、美起来。

科右前旗围绕“绿色发展、产业升级、
民生改善”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建设，以“建设生态文明示
范区”为目标，坚持绿色发展，保持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定力不动摇，生态环境质量大
幅度提高。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制
度，实施“河湖长制”“清四乱”“双五十工
程”，完成造林 13.4 万亩，退牧退耕还草
11万亩，水土保持治理10万亩、荒山治理
62.6 万亩，水土流失防御体系基本建立，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64.83%，森林覆盖
率 25.33%，空气优质天气不断增多，土壤
环境质量整体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天蓝、水净、空气清新已成为科右前旗绿
色发展新常态。

聚焦“中国新兴草原旅游目的地”，提
档升级乌兰毛都大草原旅游工程，连续三
年承办“兴安盟那达慕”，成功举办中国草
原文化旅游发展论坛，启动国家级草原游
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打造文旅融合新
模式；青山自然保护区、乌兰河自然保护
区如诗如画、美不胜收；科尔沁塔拉城中
草原、满族屯国家湿地公园、省道北绿化
生态领域建设修复生态、创造价值；归流
河镇和察尔森镇一体化打造水稻种植休
闲观光产业园区，“水稻观光园”核心景区
引爆区域发展；桃合木苏木、满族屯乡和
绿水种畜场一体化打造“现代草牧业+草
原旅游园区”，草原畜牧业品牌日渐响亮。

科右前旗：生态“高颜值”助推发展“高质量”

□□ 冯萱萱

从 2017 起，汾酒产地所在的山西省
汾阳市，连续多年出台优惠政策扶持高粱
产业发展，累计投入 1000 余万元用于高
粱种植集中连片区的统一供种供肥、统防
统治等标准化建设工作。

吕梁市被誉为世界十大烈性酒产区，
汾阳无疑是这一烈酒产区的核心区。汾
阳酿酒高粱是汾阳市“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之一。

千百年来，汾阳高粱与汾酒形影相
随、相辅相成。2020 年 5 月，汾酒酿造高
粱原产地在汾阳杏花村镇冯郝沟村揭
牌。汾阳市将加大投资力度，发展汾酒优
质酿酒高粱10万亩。

从 2009年在行业内率先将粮食基地
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起，10 多年
来，汾酒以“从田间到餐桌”为思路，从有
机原料基地、白酒生产、销售、零售酒庄四
个价值环节构建“全产业链企业”。这意
味着，酿造高粱原产地的揭牌和汾阳 10
万亩高粱基地种植，将成为汾酒 50 万亩
原粮基地建设的有力支撑。

汾阳市高粱种植历史悠久，早在2000
多年前，地方志中就有关于高粱的记载。因
具有较强的抗旱、耐涝、耐盐碱、耐瘠薄、抗
逆性强、高产、稳产、适应性广等特性，高粱
成为汾阳千百年来的主要食粮作物之一。

2013年4月15日，原农业部正式批准

对“汾阳酿酒高粱”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汾阳酿酒高粱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区域覆盖汾阳市 9 个镇（杨家庄
镇、杏花村镇、冀村镇、演武镇、肖家庄镇、
峪道河镇、石庄镇、三泉镇、贾家庄镇）、2
个乡（栗家庄乡、阳城乡）及 3 个街道办
（西河街道办、文峰街道办、太和桥街道
办），共 涉 及 286 个 行 政 村 ，总 面 积
44715.29 公顷，年生产总量 24.817 万吨。
其东西横跨52公里，南北纵跨45公里，总
面积1179平方公里。

古浮图村位于贾家庄镇东北部，是地
标产品产区之一。在市委、市政府引导建设
汾酒优质酿酒高粱基地扶持政策的影响下，
该村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为目标，大力发展了汾酒酿酒高粱种植。

该村党支部在实施酿酒高粱连片种
植过程中，着力做到“4个统一”：统一购种
——选取适宜当地土壤气候的“晋泽 18
号”高粱良种为种植品种，保证酿酒高粱
丰产；统一管护——在耕地、播种、施肥、
浇水等全过程实现专业队伍；统一管理
——大力降低生产及人工投入成本；统一
销售——党支部寻求企业合作实现种植
产品整体打包统一销售，真正实现村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农民群众持续增收。

如今，汾酒的原粮基地不仅仅是汾酒
品质的保证，更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
重要一环，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强力支撑了汾阳“绿色酒都”的建设。

当“酒都”插上地标翅膀

□□ 晋农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夜色阑珊，伴着满天星斗，山西农信人奔波
在回家的羊肠小道上，夏天一身汗，冬日一
身霜。在日常平凡的服务工作中，农信人
不断“用心、用情、用智”，用一个个服务细
节、一次次周到便捷温馨的服务，让客户真
切体验“百姓银行”的内涵，感受最舒适、最
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他们以平凡的工作，
谱写着农信人服务“三农”、无私奉献的精
神，他们就是农信人奋斗的缩影。

山西农信始终把服务“三农”作为农
信社的天职，充分发挥3059个网点、5万名
农信员工点多、面宽、线长的“三农”金融
服务主力军作用，为山西乡村振兴开辟更
加辉煌灿烂的前景，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服务转态度。山西农信始终把优质
服务作为永恒的主题，牢固树立“客户中
心”主义，将“客户至上”原则融入思想深
处，用把每位客户都当作“神秘人”的态度
服务着全省 4000 多万客户。通过不断提
升服务认知、提升设施质量、提升工作能
力、提升管理水平，坚持做到服务始终如
一，给予客户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体验。
2020年9月至12月，由省联社党委班子成
员亲自带队，深入基层一线持续开展“神

秘人”飞行检查，重点对基层网点的行风
行貌、员工管理、岗位规范、风险防范、服
务功能、网点设施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和检
阅，并同步出台了《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农
商银行）“神秘人”检查管理办法》和《山西
省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网点服务基本
标准》。通过将“神秘人”检查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不断促进员工服务态度再
转变，网点服务质效再提升，农信服务形
象再塑造。

服务有温度。“客户满意不满意、高兴
不高兴”是检验一切服务工作的标准，银
行服务无小事，上门服务暖人心。将服务
送上门，让“特殊”的客户享受到“特殊”的
服务，是山西农信做到服务有温度的一个
重要举措。2020年11月，太原城区联社郝
庄信用社就为迎泽区郝庄镇水峪村一位
身患重疾、半身不遂的老奶奶进行了一次
上门服务。水峪村长久以来一直是郝庄
信用社稳定的客户群体之一，与其有天然
的鱼水共情关系。近几年由于整村拆迁，
与信用社各项业务往来与日俱增。在通
过信用社为村民发放拆迁补助时，这位老
奶奶家中无人，无法前来办理，该社员工在
一个月内主动上门为其服务4次。通过便
民、高效、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要不是你们过来，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这句满含深情的话语就来自这位年
逾九旬的老奶奶，体现出的是对农信人的
肯定和信赖。山西农信立足本源，回馈客
户，坚守本心，在坚持合规、严守风险的同
时，为客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在客户
心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服务加速度。效率是衡量银行业金
融机构业务水平、服务能力的一杆秤，只
有在服务上加快速度、加大砝码，才能让
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下次还来。山
西农信以人员素质提升、业务机具配备为
抓手提升服务效率，真正实现服务加速
度。人员方面，2020年9月份以来，山西农
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三强一转”专题教
育活动运营系列竞赛，11个地市、108家县
级行社、11009 名选手踊跃报名、积极参
与，达到了练兵、提质、增效的效果。通过
竞赛，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激励一线
人员增强服务本领，提高业务能力，解决

“本领恐慌”，通过高效率的服务提升客户
体验。机具方面，山西农信不断加大智慧
机具布放力度，坚持以“能柜外不柜内，能
低柜不高柜，能机具不人工，能线上不线
下”为指导，在全省范围内累计布放智能
机具 1381 台，有效释放柜员价值、减轻柜
面压力、助推网点由“业务处理型”向“服
务营销型”转变，不断增强客户体验。

服务有深度。山西农信始终以支农支

小、精准扶贫为己任，走进大山深处，深入乡
间阡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深化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全省共计建立农村“金融综
合服务站”14167个，配备流动服务车32台，
基本实现了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以前想取钱，要去五公里以外的定襄
农商银行宏道支行，路程远还不方便，自从
有了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我在家门口就
能取钱，栽成给全村甚至周边的村子都提
供了方便！”70岁的李大爷笑着拍着李栽成
的肩膀说。李栽成原是忻州定襄北社西村
的一名教师，从2012年成立助农取款点到
2016年成立基础型农村金融服务站，再到
2020年，基础型农村金融服务站升级为标
准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他见证了农信
金融服务从基本的存取款业务到绑定手机
银行、山西农信微银行，余额查询和医疗、
养老保险、水费、电费、通讯费、交通罚款的
代收缴纳等十多项金融类业务交易的巨大
变迁。北社西村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设
立，为本村和周边村庄6800余户村民提供
现代化金融服务。2020 年办理取款业务
2711笔，金额145万元；协助村民绑定山西
农信微银行207户，手机银行66户，晋享生
活72户，切实加强了农商银行服务“三农”、
扎根基层的服务宗旨，充分彰显了地方银
行、百姓银行的服务理念。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山西农信社做实服务拉近客户距离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白瀛
范思翔 史竞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
布 2020 年度“扫黄打非”工作十大数据。
2020年，各地“扫黄打非”部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开展，加强网
上有害信息清理，狠抓网下文化市场整治，
严厉查处各类案件，大力营造全社会保护
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工作成效显著。

1700 万件——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
出版物1700万余件，文化市场环境进一步
净化。

1200 万条——全国共处置淫秽色情
等各类有害信息1200万余条，网络空间进
一步清朗。

1.1万起——全年各地有关部门共查处
“扫黄打非”相关案件1.1万余起，其中网络
案件5800余起，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活动。

331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挂
牌督办重点案件 331 起，创历年来督办案
件数量新高，案件督办工作取得新突破。

232万件——全国共收缴盗版中小学
教材教辅 232 万余件，“护苗 2020”专项行
动中打击盗版教材教辅专项整治行动取

得实效。
500万条——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

过“净网直通车”机制，整合各互联网企业有
害信息样本资源，督促各企业累计清理有害
信息500万余条，有力净化了网络空间。

156万元——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向 45 名举报人发放“扫黄打非”举报奖金
156万元，有效激发群众举报积极性。

29 万条——全国各级“扫黄打非”办
公室积极运用新媒体，宣传“扫黄打非”工
作部署、政策法规、案件成果，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和舆论关注，全年通过网站微信微
博等渠道累计发送信息29万余条，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

71.9 万个——全国共建成 71.9 万个
“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在发现线索、协查
案件，开展宣传和志愿服务，巩固基层宣
传思想阵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亿元——浙江丽水破获“茄子视频”
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查明涉案金额
2 亿余元，抓获涉案人员 50 余名，是 2020
年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利用短视
频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2020年“扫黄打非”十大数据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白
瀛 史竞男 范思翔）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公布2020年度“扫黄打非”十大案件，包
括利用网络直播、引流导流、架设淫秽网
站等方式传播淫秽物品，制作传播非法出
版物、侵犯著作权、网络水军删帖、假记者
敲诈勒索等类型。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
查办“扫黄打非”案件 1.1 万余起，其中刑
事案件3218起，刑事处罚5000余人。

——广东肇庆“5·04”利用网络直播
组织淫秽表演案。

——陕西咸阳“3·26”利用网络直播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河南郑州假冒“滴滴司机”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
——江苏盐城“极度文学”利用微信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北京“5·20”利用视频网站传播

涉幼淫秽物品案。
——浙江杭州淘宝网店非法销售英

文电子期刊案。
——辽宁大连任某某等制作传播非

法出版物案。
——山东滨州“4·20”侵犯著作权案。
——安徽安庆“3·04”网络水军删帖

牟利案。
——山西朔州“5·16”纪某团伙假记

者敲诈勒索案。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2020年“扫黄打非”十大案件

近日，在浙江省武义县王宅镇仁村，大型农机具正在田间地头开展作业。最近，该村新一届党组织班子上任后的第一件实事，即抓住眼下农
闲时节，当地党员干部齐上阵，大力推进“非粮化”整治，让“良田”回归“粮田”，为粮食扩面增长奠定基础。 张建成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摄

（上接第一版）抽检的大宗养殖水产品
中，鲢鱼全部合格，鳙鱼、罗非鱼、草鱼和
鲤鱼抽检合格率分别为 99.6%、98.5%、
97.9%和 97.5%。

农业农村部已将监测结果通报各地，
对监测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督办，要求地
方农业农村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
地开展监督抽查，依法查处不合格农产品

及其生产单位。同时，部署了2021年春节
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针对重点
区域、重点品种、重点危害因子，加强风险
监测力度，强化巡查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加大专项整治力度，严厉打击使用禁用药
物、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私屠滥宰和
注水注药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龙新

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
已超4700万

本报讯（记者 刘强）日前，以“新时代婴
幼儿照护服务新动能”为主题的中国人口与
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记者从论坛上获
悉，目前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人数已超过
4700万，相关部门正在推动将托育服务有关
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十四
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据了解，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家庭养
育矛盾日益凸显，群众关于生养经济成本高、
无人照看、影响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一年多来，相关部门推进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服务供
给体系建设，30个省区市已出台实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