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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 通讯
员 詹崇豪 竺斐）“师傅，请您出
示车辆二维码，并将车辆冲洗干净
后再离场。”这是自实施建筑垃圾电
子转移联单运行管理制度以来，发
生在我区某工程项目现场的一幕。

随着城市更新加快，在建工程
项目增多，建筑垃圾产生量也增多，
职能部门监管面临考验。为切实管
牢建筑垃圾产生、运输、消纳等各环
节，区工程渣土处置领域专项治理
工作专班巧用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
单，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流向。

据区综合执法局市容环卫管理
科科长傅玖介绍，电子转移联单是
对建筑垃圾从源头产生到运输中转
再到处置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线上
智慧交互与监控，形成闭环处理建
筑垃圾的电子信息载体。也就是
说，每一车处置的渣土都有自己的

“身份证”。
据了解，电子转移联单操作方

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子二维
码，按照“一车一联单”的原则，建筑
垃圾运输企业只需提前在“浙里办”
完善驾驶员和车辆信息，绑定生成
车辆二维码。当车辆离开工地时，
工地操作员扫一下驾驶员的二维
码，填写建筑垃圾出土量等信息；当
车辆进入处置场地时，由处置场地
现场操作员再次扫码，确认建筑垃
圾接收量、接收地等信息。傅玖称，

“实行电子转移联单是建筑垃圾数
字化管控的有效手段，每一次建筑
垃圾转移将纳入监管，建筑垃圾将
不再来无影、去无踪。”

连日来，在各个工地和处置场
地，区综合执法局市容环卫管理科
执法人员手把手教工地管理员、运
输司机以及处置场地管理员使用电
子转移联单，打通建筑垃圾从源头
产生到运输中转，再到处置利用的
全环节，让每车建筑垃圾都拥有自
己的“身份证”。

让建筑垃圾拥有“身份证”

电子转移联单助力建筑垃圾监管

本报讯（记者 严梓宁 单
晓峰）今年来，我区积极落实惠
农政策，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
度。截至5月底，受理申请补贴
机具160余台，预计补贴资金约
330万元。

5月 31日上午 10时，在西坞

街道奉白农机专业合作社，区农机
部门组织人员检查农户新购置的烘
干机。该合作社原有 4台烘干机，
每台烘干机每天能烘干约 10吨谷
物。今年，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
支持下，合作社新购置了 3台烘干
机，每台烘干机每天能烘干约12吨

谷物，效率比之前提高近一倍。
“现在农户种粮积极性越来越

高，粮食烘干速度也得加快，不然收
割来的谷物堆在仓库里容易发霉，
造成粮食损失。”粮食烘干环节是粮
食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合
作社社员王南飞告诉记者，多亏国

家给予政策补贴，让农户购机没有
后顾之忧。

近年来，我区紧盯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大力支持农户购置先进大
型农业机械，加快推进全区农业机
械升级步伐，助力农户铆足干劲战
农时。

今年我区已受理农机购置申请补贴机具160余台
预计补贴资金约330万元

不透明的捐赠
记者 袁伟鑫

记者 严梓宁

随着天气转暖，早稻病虫害
防治进入关键期。过去为防治病
虫害，田边、沟渠都是农药瓶，长
此以往，田里的生态环境变差，生
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如何既保障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又
能持续推进农药使用总体减量
化？绿色防控是我区农业生产给
出的答案。

在西坞街道，种粮大户江辅
德在稻田边上安排“哨兵”就位，
给自家 3500亩农田“布防”。他
说，这些“哨兵”叫飞蛾诱捕器，容
器里面装了诱芯，虫子会“自投罗
网”，已经使用了五六年，狙击“妖
蛾子”非常给力。

在江辅德的田里，记者看到
每隔一两亩就安插着飞蛾诱捕

器，每个容器里已有不少奄奄一息
的飞蛾。据了解，飞蛾诱捕器能对
田里的害虫雄蛾起到诱捕作用，减
少了雄蛾就减少了交配，当繁育能
力降低后，害虫数量就下降了。江
辅德作为西坞种粮大户种田近 20
年，他笑着说，如今农药用量少了，
粮食更香了，最重要的是，田里的环
境变好了。

在“虫口夺粮”的战役中，推广
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可以把药打在
关键节点上，提高农药使用效率，也
是农药使用量负增长中的重要一
环。目前，全区共有约50台植保无
人机随时精准起航，实现农药减量
控害。

95后邬江浩是西坞街道年轻
的“飞防队”队长，目前拥有 6辆植
保无人机，正值早稻病虫害防治时
期，邬江浩和队员们忙着为农户进

行防治服务。“以往人工打药效率
低，最怕错过最佳时间，而且药液打
不均匀。依托无人机作业，不仅省
时省工，而且能准确无误地对作业
地块进行雾状喷洒，降低农药使用
量。”邬江浩表示，随着粮食种植面
积越来越广，农业生产逐步走向规
模化，“飞防”作业的优势越来越明
显，已经成为许多农户的首选。

近年来，我区逐步扩大绿色防
控应用面积，如今田里时有白鹭飞
过，夜里蛙声一片，良好生态成为农
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据了解，今年
全区计划推广应用配方肥4040吨，
减少化肥 110吨、农药 1.5吨，通过
虫情监测、“哨兵”诱捕、无人机飞防
等举措，实现保障粮食安全和农药
减量双赢局面。

减少农药，虫口夺粮咋实现？

绿色防控促丰收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方
振 通讯员 胡颖哲 奕超超）6
月5日下午，“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暨全区预防溺水
事故工作启动仪式在奉化龙津实验
学校举行，进一步增强学生“防溺
水”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安全事故
发生。

区水鹰户外救援大队队长蒋挺
围绕“什么是溺水”“发生溺水的原

因”“如何降低溺水风险”等方面，向
学生们讲解防溺水相关知识，并结
合具体案例、现场问答和演示等方
式，普及溺水后急救方法，帮助学生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

讲座结束后，区公安分局治安
大队副大队长李东雷宣读防溺水倡
议，带领在座学生现场宣誓，并向各
班赠送防溺水宣传手册。30余名学
生代表在防溺水宣传横幅上签名。

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

全区预防溺水事故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沈晓萍 王林
威 通讯员 蒋嘉雁）又是一年高
考时。近日，“奉化蒲工英”志愿服
务大队联合区网约车司机工会联合
会，发起“高考爱心车队”志愿服务
活动，将在高考期间为我区残疾、患
病、身体不便及乘车困难的高考生
提供无偿接送服务。

参与本次爱心送考的车队由慈
林泰安公司雷锋车队、滴滴网约车
司机薪火车队组成。车辆中有出租
车 83辆、网约车 27辆；爱心司机约
150名，其中不仅有党员、退役军
人、滴滴司机，还有考生家长等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

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队除了
一对一接送考生，还会在考点外准
备矿泉水、清凉油、口罩、纸巾等防
疫降暑爱心礼包，以及应急文具包
等。此外，“高考爱心车队”承诺做
好全车消毒，爱心司机出车前测好
体温，做好疫情防护，全程佩戴口罩
并持核酸阴性证明上岗，为考生提
供安全、快捷、准时的服务。

即日起至 6月 10日，我区内残
疾、患病、身体不便及居住地附近乘
车困难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热线
电话 88503330，或联系区网约车司
机工会郑银刚（手机：13805835708），
免费预约接送服务。

“高考爱心车队”如期再出发
即日起至6月10日可预约

本报讯（记者 严梓宁 单晓
峰）6月 6日是全国“放鱼日”，为更
好地净化海河水质，丰富水生物种
群数量，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
织相关单位人员和志愿者，共同开
展内河增殖放流行动。

上午9时，放流活动在县江、剡
江流域各个点位同步展开，志愿者
依次将鳊鱼、草鱼、鳙鱼、花鲢等
300万尾鱼苗投放入河。

“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

参与到渔业资源保护行动中来，杜
绝‘电、毒、炸’等非法捕捞行为，共
同守护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监科工作
人员袁盈波表示。

近年来，我区把渔业资源养护
与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严格实
行禁渔期制度，持续加大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力度。同时合理规划放流
水域，科学确定放流物种，辖区内河
鱼类资源得到有效补充和恢复。

全国“放鱼日”

我区投放300万尾河鱼苗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 通讯
员 邬乐婷）6月 5日下午，区市场
监管局联合区教育局对奉化职教中
心、奉化中学两个高考考点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

当天下午，执法人员对食堂内
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布局设置、设
备设施运行情况、食品生产加工制
作过程，用具、容器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以及从业人员身体健康检查
证明及健康状况等进行全面检查。

“高考期间，学校食堂的食品安
全保障任务艰巨而又重要。”在奉化
职教中心，执法人员一边检查一边
对食堂管理人员说道，“食品安全细

节把控要落实到位，咱们得格外注
意后厨餐食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

随后，检查组来到奉化中学。
执法人员对食堂负责人说：“一定要
严格检查食品采购与保存环节，高
考期间一定要确保考生吃得安心。”
执法人员还嘱咐校方工作人员，要
持续做好食品留样工作以便溯源。

据了解，市场监管部门除加大
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外，还制定
专项方案，抽调人员，落实考点和考
点周边保障，加强对考点和接待考
生就餐的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力
度，确保考生和家长吃得安心。

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市场监管部门严查校园食品安全

记者手记

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与病虫害的战斗是否能占据上风，影响着一年
的收成。过去农户过分依赖农药的使用，导致病虫害抗药性上升，防治
效果下降，生物多样性也遭到破坏。转变传统的防控方式，大力推广绿
色防控技术，是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途径。

如今，绿色防控新技术较为成熟，具备相应的推广配套措施，但要
让农户改变传统的打药治虫的生产方式，还需要通过示范、宣传、培训
等活动逐步改变其观念。同时，相关部门也要给予农户政策和资金上
的扶持，让其感受到切实的效益，让绿色防控叫得响、推得开。

上接第1版
6日下午，习近平在巴彦淖尔

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座谈会。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
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
骋、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先后发
言。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相关
省区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中央
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把防
沙治沙作为荒漠化防治的主要任
务，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
系工程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点生态工
程。经过40多年不懈努力，我国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
性循环，荒漠化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荒漠化和土地沙化实现

“双缩减”，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抑制，防沙治沙法律法
规体系日益健全，绿色惠民成效
显著，铸就了“三北精神”，树立了
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实践证
明，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特别是

“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策是非常
正确、极富远见的，我国走出了一
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
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习近平指出，荒漠化是影响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
题。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
三北地区，而且荒漠化地区与经济
欠发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高度
耦合。荒漠化、风沙危害和水土流
失导致的生态灾害，制约着三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
存、发展构成挑战。当前，我国荒漠
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但沙化
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
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这两
年，受气候变化异常影响，我国北方
沙尘天气次数有所增加。现实表
明，我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
作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充分认识
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反
复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站位，
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

习近平强调，2021－2030年是
“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
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是
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
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
攻方向，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为根本目标，因地制宜、因害设防、
分类施策，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
治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力争用
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
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
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

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

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要统筹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治
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着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要
强化区域联防联治，打破行政区域
界限，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
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筹谋
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
络。要优化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
严格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控，留足
必要的生态空间，保护好来之不易
的草原、森林。

习近平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
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要全力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毛乌
素沙地、库布其沙漠、贺兰山等为重
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
加快沙化土地治理，保护修复河套
平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增强防
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要全力打
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
战，科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全
力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阻击战，全面抓好祁连山、天
山、阿尔泰山、贺兰山、六盘山等区
域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
加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
沙源不扩散。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
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坚持以水
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大力发展节水林草。要科学选择植
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
型和密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营造
防风固沙林网、林带及防风固沙沙
漠锁边林草带等。要因地制宜、科
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强调，要广泛开展国际
交流合作，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积极参与全球荒漠化环境治
理，重点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
治，引领各国开展政策对话和信息
共享，共同应对沙尘灾害天气。

习近平最后强调，实施“三北”
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要全面加强
组织领导，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政
策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统筹指导、
协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要健全

“三北”工程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
系，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
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
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
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
会。

李干杰等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
会，何立峰陪同考察，马兴瑞及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
关省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