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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通讯
员 黄迦）5 月 22 日，区生态环境
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
区检察院、南津街街道开展 2023
年 5·22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提高群众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

当天上午，在东津沱滨江公
园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区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我区三
江湿地公园建设、鱼类保护、打击
非法猎杀野生动物、非法捕捞行
为等工作进展及成效进行了介
绍。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向

参加活动的群众普及了生物多样
性保护科学知识，号召群众积极
关注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下哪种植物是中国特有
的？”“答案是水杉。”在知识问答
环节，主持人刚念完题目和选
项，现场群众立刻举手作答。在

“认识生物多样性”连连看的环
节，志愿者们通过小游戏让群众
认识了解我区现有的动物和植
物，进一步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
保护意识。

据了解，近期全区30个镇街
均围绕“从协议到协力 复元生物
多样性”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生物多样性日宣传，引导群
众保护生物多样性，自觉保护生
态环境，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良好社会氛围。

区生态环境局

开展生物多样性宣传
提高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本报讯（记者 黄盛）5 月 19
日，钓鱼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开展“老少咸乐，爱在一起”志
愿服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

歌伴舞《我和我的祖国》、男
声独唱《强军战歌》、旗袍秀《雨巷
佳人》、健身运动表演《太极功夫
扇》、都市时尚秀《中国红》等节目
轮番上演，精彩的演出赢得台下
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钓鱼
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统筹资
源，指导辖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打造特色实践服务项目、特色
实践服务组织，打通新时代文明
实 践 连 接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里”。2021 年，在钓鱼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指导下，思居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老少咸
乐，爱在一起”志愿服务项目，针
对辖区特困人员供养中心、合川
区社会福利院、思居小学等服务
对象，开展针对性志愿服务。目
前，思居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老
少咸乐 爱在一起”志愿服务项目
稳步推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和口碑。

钓鱼城街道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
更好服务辖区群众

本报讯（记者 周云）5月24日，农业农村部豇
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包省包片调研组来
合调研，实地了解我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
坚治理工作。

调研组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应急与评估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赵华军，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常务副主任李熠，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助理研究员李建勋，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张礼生，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与花卉研究所副
研究员许晓敏组成调研组，先后前往云门街道吉
福村的合川区美之蔬蔬菜种植家庭农场，详细了
解家庭农场豇豆种植、病虫害防治、农药购买使用
情况及农事记录；到云门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了解检测经费、人员以及运行情况，检查实验
室溶液的配置、标准品的保管、豇豆胶体金卡检测
情况，并查看了检测记录；到合川区国睿农资经营
部查看农资销售台账记录，询问豇豆农药的供应
销售情况及指导农户科学用药情况。

调研组对我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
理工作给予了肯定。调研组强调，要以豇豆农药
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为抓手，全面查漏补缺，突
出能力建设，强化责任落实，加大《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宣传力度，宣讲违法违规用
药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后果，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勇及市农业农村委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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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合川区“书香政协”工作推进会召开，就“书香政协”建设
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政协副主席明道贵、李文莉参加活动。

（记者 谌永恒）

区人大议事厅维修改造项目土建部分竞争性比选公
告已经研究同意，现予公布。详细内容可到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合川区）（https://www.cqggzy.com/hechuan-
web/）查询，或到区人大机关310室咨询。欢迎符合要求
并有意向的单位参与竞争性比选。

联系人：张先生，电话：023-42756290，13996351911。

重庆市合川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5月26日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能
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地区新能源
汽车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保有量
相对较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经
济实用车型供给不足、销售服务能力不
足等问题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
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对《意见》进行解读时表示。

化解制约新能源汽车下乡瓶颈问题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高速增
长。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约1310万辆，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

2020年7月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农
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
连续三年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引
导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下沉。数据显
示，2020 年下半年、2021 年、2022 年，新
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80%、169%、87%，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

聚焦制约新能源汽车下乡的瓶颈
问题，《意见》从创新农村地区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维护模式、支持农村地区
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强化农村地区新
能源汽车宣传服务管理等3个方面，提
出了11项具体举措，通过适度超前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优化新能源汽车购买使
用环境，着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从供给端看，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孟玮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政策措施，引导
有关方面抢抓机遇，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开放交
流合作，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同
时，多措并举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抓紧补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当前，我国已建成包括521万台充
电桩在内的，世界上数量最多、辐射面
积最大、服务车辆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孟玮同时表示，充电设施不足
的问题仍是影响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一
大制约瓶颈，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已
成为制约农村地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
车的“堵点”“痛点”。

“我们将通过创新农村地区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模式，逐步破解
这一难题。”孟玮介绍了相关举措——

在建设环节，重点在公共充电设施
与社区充电设施上发力。优先在县乡
企事业单位、商业建筑、交通枢纽（场
站）、公路沿线服务区（站）等场所配置
公共充电设施，并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延伸。同时，加
快推进农村既有居住社区因地制宜开
展充电设施建设条件改造，落实新建居
住社区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持续推
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共享。

在运营环节，重点是加大充电网络
建设运营支持力度。利用地方专项债
券等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开展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增
强农村电网支撑保障能力。2030 年前
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
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对电网企
业相关配电网建设放宽投资效率约束，
全额纳入输配电价回收。推广智能有
序充电等新模式，加快形成行业统一标
准。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农村
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专项
支持政策。

在维护环节，重点是提升充电基础
设施运维服务体验。完善充电设施运
维体系，提升设施可用率和故障处理能
力。针对节假日返乡期间充电供需矛
盾突出等问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对
充电需求集中的时段地段做好预研预
判和服务保障。

“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切实抓好文
件落实，抓紧补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短板。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
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

‘乡乡全覆盖’，打消在农村地区使用新
能源汽车的后顾之忧。”孟玮说。

支持满足农村地区购买使用需求

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
阔。在购买使用方面，《意见》也提出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产品供应上，考虑到农村地区出

行场景与城市有一定差别，鼓励企业针
对农村地区消费者特点，开发更多经济
实用、适销对路的车型，特别是载货微
面、微卡、轻卡等部分商用产品。《意见》
还提出，健全新能源二手车评估体系，
对新能源二手车加强检查和整修，鼓励
企业面向农村地区市场提供优质新能
源二手车。

在支持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对农村户籍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县域内
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消费券等支持。
鼓励有关车企和有条件的地方，对淘汰
低速电动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以旧
换新奖励。

在推广应用上，促进新能源汽车在
县乡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应用，
鼓励有条件地方加大对公交、道路客
运、出租汽车、执法、环卫、物流配送等
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支持力度。

在销售服务上，鼓励新能源汽车企
业下沉销售服务网络，引导加快建设联
合营业网点、建立配套售后服务体系；
鼓励高职院校面向农村地区培养新能
源汽车维保技术人员，把促进就近就地
就业与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更好结合
起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新能源汽车维修
保养需求。

在安全监管上，提升新能源汽车及
电池质量安全水平，严格配套供电、集
中充电场所安全条件，定期对存量充电
桩进行隐患排查。引导农村居民安装
使用独立充电桩，提升用电安全水平。

（据2023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加快建设充电设施，鼓励发放购车消费券

多措并举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人民日报记者 刘志强

政务简报

坚持生态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绿色发展
建设三江重要生态建设三江重要生态屏障屏障

日前，四川省文物局正式发文，认
定阆中为四川省文物大县（市）。坐拥
千年古城、辖区内文物荟萃，阆中市加
强对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索出

“旅游+文物保护”路子，促进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文物保护
知晓率

5 月 18 日是第 47 个国际博物馆
日。当天上午，在古城贡院广场上，阆
中市博物馆结合“博物馆、可持续性与
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推出了阆中文物
图片展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随后，市民们纷
纷走进博物馆参观，感受阆中古城厚重
的文化底蕴。

得知有文物图片展时，阆中市民岳越

专门过来参观。“展览内容十
分丰富，让人大开眼界。阆中
是文物大市，有很多珍贵的文
物，这也是咱们阆中人的骄
傲。希望能有更多市民关注
文博事业，守护文明根脉。”

阆中各类文物古迹数量多、分布
广、等级高、价值大。近年来，阆中市创
新文物保护工作思路，加强城市考古、
遗址保护工作，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
程，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文
物保护利用的“阆中模式”。

“我们通过制定地方文物保护条
例，以便进行文物保护与修缮时，做到
步调一致和有法可依。”阆中市文保中
心负责人介绍。

发挥文物价值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阆中是川陕苏区重要组成部分和
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为阆中留
下众多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近年来，
阆中市探索文物保护新路径，让革命旧
址成为生动课堂，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红色研学基地，带动了红色教育、研
学旅行等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近日，来自广安市某学校的同学们

身穿校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排着整
齐的队伍，来到阆中红军烈士纪念园。
同学们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聆
听红色故事，追忆红色岁月，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

“无论是红色教育基地还是博物
馆，都是‘行走的课堂’，孩子们一路学
习、一路收获、一路成长。”阆中市某研
学旅行社工作人员说。

“我们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并讲给
观众听，同时走进社区、走进课堂，进行
一些知识讲解和展览。此外，在传统节
日，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主题活动，加深
大家对博物馆的印象、对传统文化的认
识。”阆中市文保中心工作人员说。

有序开发利用让文物焕发光彩

当下，阆中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坚持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利用，深入挖
掘丰富的红色文化、三国文化、科举文
化等，探索出了一条“旅游＋文物保
护”的路子，不断开创新时代文物工作
新局面。

登中天楼，远眺阆苑秀美风光；到
贡院，沉浸式体验科举文化……这些已
经成为不少阆中市民休闲时的首选。

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阆中市将恢
复古城风貌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走出
了一条古城保护与现代旅游相得益彰
的发展之路。

阆中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古蜀道
遗址横贯东西、古朴院落曲径通幽、汉
桓侯祠殿宇巍峨……丰富的文化遗产
为群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增加了
群众的文化自信。在彭城坝遗址、朱家
坝遗址、灵山遗址等地开展的考古发
掘、清理和研究工作，抢救保护了大量
出土文物。

据了解，阆中全市拥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
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46处、不可移
动文物1000余处、馆藏各类文物藏品近
3000 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1000 余件
（套）。近几年累计投入文物保护资金2
亿余元，先后对华光楼、贡院、永安寺等
近20处重要文物进行了修缮加固，逐步
完善了各级文保单位的“四有”基础设
施，有效解决了遗址保护的难题。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阆中市
将继续乘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春风，加大
对文物保护与开发的力度，步履不停，
向美而行。

（据2023年5月24日《南充日报》）

作为四川省文物大县（市），阆中探索出“旅游＋文物保护”路子

让文物讲好文旅故事
○南充日报记者 袁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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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渭沱镇蓝
天河村 25 组种植的
80 余亩玫瑰香桃陆
续成熟，玫瑰香桃香
气浓郁，颜色犹如玫
瑰花，口感独特。近
年来，渭沱镇着力引
导农户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帮助农户增收
致富，玫瑰香桃就是
其中之一。图为5月
25 日，渭沱镇组织渭
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志愿者帮助果农采
摘玫瑰香桃。

通讯员 赵超男
记者 阳琴 摄

5月25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张烈前往燕窝镇炉山
村、新庙村，看望慰问炉山小学、新庙小学农村留守儿童，并为两所小学的
学生送去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记者 周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