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用铁丝将几根竹竿固定， 竹竿顶部再

套上一层彩色的塑料布， 搭起了一个简易

的彩色帐篷……14 日， 在江西省余干县

枫港乡枫富联圩上， 这个彩色帐篷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帐篷是干什么用的呢？ 记者弯腰走进

帐篷后看到， 由两条板凳和一块木板搭成

的方形桌子上， 杂乱摆放着电饭煲、 煤气

灶以及锅碗瓢盆等厨具， 一位村民正在砧

板上切辣椒， 准备中午的饭菜。 原来这是

巡堤队员在圩堤上搭建的一个“临时厨

房”。

枫港乡党委书记朱学赛告诉记者， 枫

富联圩防御着来自鄱阳湖和信江的洪水，

由于连日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迅速上

涨， 鄱阳湖湖滨地区的防汛压力加大， 圩

堤长期在水中浸泡， 容易出现渗漏、 管涌

等险情。 “我们从 7月 9日开始便组织人

员对枫富联圩进行 24 小时巡堤， 因为堤

坝距离巡查队员居住的地方比较远， 为了

方便巡查值守， 队员们索性吃住都在堤坝

上。” 朱学赛说。

在“临时厨房” 的旁边， 还放置了一

个简易的帐篷， 一张行军床摆放在内， 供

夜晚值班轮换的队员短暂休息。 由于通风

条件差， 帐篷里有些闷热潮湿。

枫港乡迁移村党支部书记宋礼木已连

续几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 他告诉记者，

枫富联圩关系着周边 5万多名村民和 6 万

多亩良田的安全， 防汛责任重大， 不能有

丝毫马虎， “困难再多也要克服。”

作为湖滨地区的余干县拥有总长近

800 公里的圩堤， 在这场堤坝保卫战中，

当地投入了近万人参与巡堤除险的工作

中， 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 处置险情。

7 月 10 日， 枫富联圩赵家套段出现

了泡泉险情， 当时正在家里吃饭的 83 岁

的老党员刘长城听到后， 放下碗筷就和村

干部一起朝圩堤上赶。 村干部告诉他， 圩

堤上有抢险队伍在， 他可以不用担心， 刘

长城却摇了摇手说： “我从 17 岁就参加

抗洪抢险， 堤坝的情况我最熟！” 面对村

干部的劝阻， 刘长城不但没有返回， 反而

和年轻人一起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目前， 当地政府已经要求加密巡查频

次， 每两个小时派出一组队员开展巡查，

确保圩堤安全度汛。 在蜿蜒曲折的堤坝

上， 身着橙色救生衣的巡查队员背着铁锹

来回巡查， 远处一面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

扬。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

公室了解到， 浙江省打造“掌上办事、 掌上

办公” 之省， 以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

经济、 数字社会发展， 取得明显进展。

“掌上办事” 方面， 浙江整合 81 个部门

的政务服务 App， 打造省市县一体化的“浙

里办” App， 作为群众办事的移动客户端。

该客户端汇聚 325 个高频的便民应用， 比如

公积金提取、 看病就医、 交学费等， 企业开

办、 税费缴纳等也能在线办理。

据介绍， 目前“浙里办” 注册用户已经

超过 2500万， 日活跃用户达到 724 万， 掌上

可办事项省一级 179项、 市一级平均 511 项、

县一级平均 470 多项， 全省 385 个民生事项

实现一证通办。

浙江数字政府建设的下一步目标， 是通

过大数据积累、 整合、 向社会开放， 推动数

字经济向更宽更广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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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深夜食堂、 24 小时经营店、 运河夜游

……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多项措施发展“夜

经济”， 更好地满足公众夜间消费需求。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 通

州区近日出台 《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

进消费增长的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 打造和

形成各具特色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发展深

夜食堂项目， 推动 24小时经营店发展， 打造

夜间赏景， 推出夜间文化休闲、 赛事活动。

很多在北京中心城区工作的“上班族”

在通州区置业， 且居住较为集中。 通州区商

务局分析， 这些人群消费能力强， 餐饮、 购

物、 休闲、 文化等夜间消费需求旺盛。 在国

贸工作、 居住在通州梨园的市民何杰说， 以

前晚上回到通州， 没什么地方休闲， 现在有

精致的酒吧、 24 小时的健身房， 副中心越来

越时尚了。

据了解， 通州区将在地铁八通线沿线、

行政办公区等重点区域发展深夜食堂， 与购

物中心融合发展； 增加夜间消费品类， 鼓励

发展 24小时经营业态， 引导特色街区和商圈

周边的咖啡馆、酒吧、轻食餐厅等特色店开展

休闲消费活动；鼓励品牌连锁企业建设24小时

便利店；鼓励发展24小时书店、24小时药店、24

小时影院等。

通州区发展“夜经济” 注重文化引领，

重点打造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游玩线路和文化

衍生品， 彰显城市气质。 同时， 鼓励扶持影

院、 图书馆、 文化馆、 体育场馆举办晚间演

出、 体育比赛等， 丰富居民文体生活。

通州区将配套夜景亮化、 美化工程改造，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根据夜间经济特色

商圈、 街区等重点区域客流需求， 逐步增加

区内公交线路的投入并适当延长运营时间。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安全监

督管理司司长马纯良日前说， 乳制品国家监

督抽检合格率连续 5 年达到 99.9%以上， 质

量安全指标和营养指标基本与国际水平相当。

他在于天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奶业大会

上作出上述表示。

目前， 我国奶业已初步建立基于风险分

析和供应链管理的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 监

督管理的治理体系， 覆盖从牧场到餐桌的全

过程。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李德发说， 2018 年全

国奶类产量 3176.8 万吨， 是 1949 年的 146

倍。标准化规模养殖成为主体，100头以上比重

达61.4%，比2008年增加了40多个百分点。全国

乳制品产量2687.1万吨， 乳制品生产企业587

家， 规模以上乳企实现销售额3398.9亿元，与

1949年相比， 均有上万倍的增长。

据介绍， 我国乳品消费数量大幅增加，

种类更加丰富。 2018 年人均奶类消费量 34.3

千克， 是 1949 年的 76 倍。 奶业品牌影响力

也显著提升， 一批中国乳企正在不断加快国

际化的步伐， 搭建新的竞争生态圈。

□据新华社报道

当垃圾分类成了时下网红 IP， 各种段

子、 表情包像“病毒” 一样传播时， 没有人

想到， 现实中垃圾分类何其难也， 有人被分

类“逼疯” 或“傻傻分不清”。

但也有人把这个做到了极致。 一个人、

一个家庭， 11年没扔过一星半点厨余垃圾。

一个中年男子在自己的出租屋天台上开

始了他的垃圾分类之路， 十几年如一日， 从

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小区到成百上千个

家庭、 小区。 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 垃圾分

类难， 也不难。

厨余垃圾发酵天台种菜

今年 45岁的刘长华， 出生在湖南衡山的

一个小山村， 高中毕业后南下广州打工。 和

很多“广漂” 一样， 租房、 搬家、 再租房、

再搬家是常有的事儿。 2008 年， 刘长华一家

搬到天河区。 在这套 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之

外， 他意外收获了楼顶一个天台。

在都市中这块难得的小小自留地上， 他

开始了一场有关垃圾的实验———在家中收集

瓜果皮壳厨余垃圾， 放到天台的器皿里发酵，

待发酵体积变小后， 再把它掺到从路边背回

的黄泥里， 给土壤提供肥料。 他从此成了邻

居朋友眼里“不产生生活垃圾的怪咖”。

刘长华话不多，却是个有心人。在他眼里，

总能看到“宝”———洗发店扔掉的洗发盆，他捡

来装土；别人家废弃的消毒柜、冰箱，他捡来装

堆肥。 因为是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堆肥并没

有产生难闻的臭味影响周围环境。

在厨余垃圾堆肥的滋养下， 天台小菜园

里的南瓜、丝瓜、秋葵等开始挂果，为家人的餐

桌添了美食。 时间的魔力是神奇的。 刘长华家

一般每天有两三斤的厨余垃圾，11年来， 约10

万斤厨余垃圾，被“消化” 在他的菜园里。

带动家人参与垃圾分类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是不是做起来更

难？ 面对这个提问， 刘长华很淡然， “就是

个习惯， 不觉得有多麻烦”。

刘长华去菜市场买菜， 掂量两个土豆过

完秤， 商贩正要扯塑料袋， 刘长华连忙摆手

制止： 不要塑料袋！ 放我菜篮子里就行。

从最源头开始， 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论”： 买菜前， 想好要买哪些菜， 硬的瓜果放

最底下， 叶菜放中间， 猪肉放叶菜上。 如果

要买豆腐， 就自己带个饭盒过去。 总之， 对

塑料袋彻底说不！

带购物袋或菜篮子， 已成为他出门的标

配。 11 年来， 他还坚持在家进行垃圾分类。

在不大的房间里， 他将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

圾、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分类好， 再用自己

收集的大大小小、 形形色色的桶分别收集。

有人对垃圾分类不看好， 理由之一就是

增加了居民垃圾投放的成本， 认为这很难坚

持下去。 面对网上流行的一系列“灵魂拷

问”， 刘长华说， 明确了分类， 之后扔垃圾都

是顺手的事。

在他影响下， 家人也都开始做到了垃圾

分类、 回收利用。

社区推广引潮流

久而久之， 对垃圾分类“上了瘾” 的刘

长华， 不满足只在自家垃圾分类。

2016 年， 刘长华发起注册成立广州市天

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环保类社会

服务机构， 面向社区公众开展家庭垃圾有效

分类宣传教育推广。

与预想的差不多， 事情进展不顺。 刚开

始尝试开展家庭垃圾分类宣传时， 居民不信

任他， 甚至认为他是骗子。

没有巧办法。 有点“轴” 的刘长华想了

个笨办法， 每个周末， 只要没有暴雨等极端

恶劣天气， 他雷打不动在这两个小区开展垃

圾回收及分类宣传。 至今， 莲芳园小区已开

展 82 期垃圾分类活动， 德欣小区开展了 45

期活动。

变化慢慢发生了。 德欣小区的龙杭也成

了垃圾分类积极倡导者。 “起初也只是在家

里试试， 但形成习惯之后， 不分类反倒不习

惯了。” “刚开始做一次两次活动， 我觉得他

们可能在作秀。 但每周一次， 连续做了一年，

还是挺触动人的。” 龙杭说。

入户宣传、 摆摊设点、 积分兑礼品……

在外人来看， 刘长华的垃圾分类宣传方法实

在太普通， 甚至“有点土气”。 可事情经不住

“轴”、 人心也经不住“磨”， 愿意参与到生活

垃圾分类的家庭越来越多。

记者跟随他来到德欣小区体验垃圾分类

活动时看到， 一个摊点、 四五名志愿者， 十

几类分类回收袋， 一个上午起码有三十户人

家， 提着垃圾来回收。

从一家到一两个小区， 再走向千家万户。

刘长华说， 这项行动已经推广到广州城区的

数百个家庭， 计划推广到 100 个小区， 带动

10万个家庭。

看到最近网上垃圾分类火了， 刘长华说，

“这大概到了垃圾分类最好的时候， 只要迈出

第一步， 就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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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合格率连续5年超99.9%
质量安全指标和营养指标基本与国际水平相当

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多项措施发展“夜经济”

零垃圾生存：

有人吐槽被“逼疯” 他对垃圾分类“上了瘾”

广西柳州：柳江再迎洪水

堤坝上的“临时厨房”

浙江“掌上办事”：“浙里办”注册用户超2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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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比利机电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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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乙方解散并注销，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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