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今年

将检查 《乡村振兴促进法》 《上

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简称

“一法一条例”） 的贯彻实施情况

纳入重点监督项目。 昨天， 本市

实施“一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正

式启动。

据悉， 此次执法检查开展市

区人大联动监督， 9 个涉农区人

大常委会同步对本行政区范围内

开展执法检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在启动会

上介绍， 上海 2022 年完成 151.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和 202 万亩耕

地保护， 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

3.08 万亩。 稳定 30 万亩规模化

常年菜田和 5万亩绿叶菜生产核

心基地， 绿叶菜自给率稳定在

80%以上。 通过项目引才， 吸引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农业科技和

产业带头人，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 培育“头雁” 项目等计

划， 着力培养乡村振兴拔尖人才

和优秀青年人才， 加大高素质农

民培育力度， 累计认定新型职业

农民 2.4 万余名。 着力孵化一批

农业创新、 农民创业的典型。

按照城乡融合发展要求， 上

海完成 504.7 公里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改造， 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

升级， 农村地区全面使用清洁能

源， 实施集中供水， 实现水电气

网城乡供应一体化。 实施第二轮

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 选派

151 名特级校长和特级教师到郊

区任职任教。

按照产业发展要求， 上海打

造 13 个绿色田园先行片区， 推

进实施项目 110个， 创建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镇、 示范基地。 组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65 家， 培育

市级以上加工型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59家。

上海市经信委表示， 截至今

年 1月底， 上海涉农行政区共累

计建设 53546 个 5G 室外基站，

千兆光纤覆盖所有行政区。 下一

步将重点开展弱覆盖区域补盲工

作， 加强沿江沿海区域及新建高

速、 高铁等交通干线沿线 5G 基

站部署。 据悉， 本市正加快推进

5G 赋能智慧农业，如“清美 5G+

智慧农业”“土是宝 5G 智慧农

场”“崇明 5G 智慧农机和无人机

项目”等，助力乡村振兴加速。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2022 年， 全市正规就业

人数达 1082.25 万人， 全年新增就业

岗位 56.35 万个， 实现就业创业形势

回稳向好。 昨天， 市人社局通报了

2022 年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相

关情况及 2023年工作任务展望。 记者

获悉， 今年上海将推动率先实现高质

量充分就业， 有效助力高水平人才高

地建设， 确保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55 万

个以上， 并计划在全市打造“15 分钟

就业服务圈”， 做好“家门口” “楼门

口” 就业服务工作。

2022年，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挑

战，上海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全

力以赴战疫情、稳就业、保民生、揽人

才、护和谐。 第一时间出台人社领域抗

疫16条以及配套举措，全力推动社保缓

缴、稳岗补贴、人才支持、劳动关系稳定

等助力经济重振政策直达基层、直惠企

业。 全年累计缓缴社保费（含医疗保险

费）212.8亿元，发放困难行业企业稳就

业补贴3.3亿元。 人社部门切实兜牢特

殊时期民生保障底线，努力为全市和谐

稳定贡献人社力量。

面对冲击， 市人社部门全力稳定

就业基本盘。 通过提请市政府出台稳

就业工作意见， 大力实施一揽子稳就

业政策举措。 年末正规就业人数达

1082.25 万人，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56.35 万个， 2022 届高校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 93.4%。 两项市

政府实事项目提前超额完成， 帮助长

期失业青年就业创业 1 万余人， 支持

企业培养新型学徒近 1.5万人。

上海认真对标国家部署要求， 全

面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个人养老

金制度等重大改革事项， 扎实推进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等工作。 稳妥调整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养老、 失业、 工伤等待遇稳步提高。

去年， 上海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活动， 全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

企业超 1 万家。 妥善处置各类劳动人

事争议纠纷， 扎实开展根治欠薪工作，

在国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

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数字转型方面， 上海去年实施

“打包一件事” 9 个， 完成提速办事项

20 个、 “跨省通办” 事项 27 个， 实

现社保卡“一卡通” 人社领域 95 项应

用场景全覆盖。 全年市级人社“一网

通办” 办件量达 1604.28 万件， 政务

服务好评率 99.995%。

记者获悉，今年本市将全面落实就

业优先战略，推动率先实现高质量充分

就业。 贯彻落实《上海市就业促进条

例》，确保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55 万个以

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以内。

全力以赴援企稳岗扩就业， 深入实施

“沪岗行动”， 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和东

西部劳务协作。 本市把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群体摆在突出位置， 精准抓好就

业帮扶。 此外， 本市还将强化对重点

行业、 重点领域的欠薪打击力度。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每每经过嘉松中路， 总有一段

芬芳让人不得不驻足张望， 这里有

花的海洋———“虹桥花谷”。

“虹桥花谷” 是上海市市级重

点花卉产业项目， 位于青浦区华新

镇杨家庄村， 由上海虹桥花谷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花谷产业

园管理委员会负责建设运营， 面积

3.8 万余平方米。 “虹桥花谷” 的

前身， 是花卉产业圈颇为知名的华

新花卉苗木基地。 历经十余年建设

运营， 该基地已成为上海极具知名

度的综合性苗木花卉生产供应基地

和领军企业。

奉行文明，由堵变畅

进入杨家庄村大道， 映入眼帘

的是“色彩的长廊”， 道路两边随

四季变化绽放的各色花朵， 将生态

融入乡村的肌理。 每逢节假， 杨家

庄村合作虹桥花谷项目通过开办插

花、 花卉种植课程、 义卖等活动带

动附近村民积极参与， 成为乡村振

兴的一抹亮色。 然而“虹桥花谷”

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发现， 花卉一路

至五路因客流量大从而导致花卉市

场乱停车， 停车难等问题频发， 前

来参观购买的游客不仅体验感差，

也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风险。 杨家庄

村委会和虹桥花谷项目方针对此情

况进行协同治理。 首先合理规划道

路进出口， 花卉一路、 二路为入

口， 四路、 五路为出口， 三路作为

消防通道禁止机动车进出； 其次发

挥“党员先锋” 作用， 安排党员志

愿者轮岗对现场停车进行指挥， 维

护市场内部停车秩序， 杜绝随意停

车等问题， 保障内部道路通畅和行

车、 行人安全； 最后在各道口树立

文明通行的宣传标牌， 通过宣传牌

将“奉行文明” 的精神传递， 烘托

了良好的文明社区氛围。 经过一段

时间试运行， 效果显著， 进一步解

决了花卉市场的内部道路安全问

题， 也为乡村社区“善治长安” 奠

定了精神文明基础。

“青杨山”下，产业兴旺

华新镇虹桥花谷花卉基地有一

座小山丘十分引人瞩目。 谁能想到

这青山绿水的前身是一座堆满垃圾

的“垃圾山”？通过美丽乡村改造，虹

桥花谷项目开展，这座“垃圾山”终

于迎来了华丽蜕变，覆土造绿。如今

的她不再是村民眼里的“穷山恶

水”，而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金

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从山巅远望， 花卉棚舍里人来

人往， 彰显着产业兴旺。 这里， 入

驻着 300 多家各色花卉商铺， 是上

海市花卉行业内有名的集花卉展

示、 销售、 种植基地为一体的多功

能产业区， 截至 2021 年底， 销售

总额近 10 亿元。 大到紫薇树、 樱

花树等大型乔木， 小到能置于掌上

的“网红” 山野草， 亦或是走亲访

友都爱送的蝴蝶兰、 为庭院增色的

罗汉松、 龟背竹、 观赏草……在这

里， 爱花人士能以更具性价比的价

格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爱， 凸

显着“虹桥花谷百花开， 花开富贵

入万家” 的口号。

注重安全，严抓整治

花草苗木不仅是人们观赏把玩

的高雅情趣， 也是潜伏在社区生活

的安全消防隐患， 故花卉市场规定

市场晚上停止一切运营， 断水断

电， 杜绝火灾隐患。 但对花卉市场

内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 有个别商

铺负责人为了图方便夜晚直接睡在

商铺， 使用易引发火灾的携带式电

瓶。 对此， 杨家庄村委会对商铺负

责人进行约谈沟通， 由花卉市场对

商铺进行内部罚金处罚， 现如今花

卉市场每晚安排巡逻队员对市场内

店铺进行巡查， 确保市场内部的安

全稳定。 在通过抓典型， 立标杆等

一系列措施以后， 花卉市场取得了

阶段性的安全整治效果， 为巩固乡

村社区“善治长安” 垫底了事实基

础。

“虹桥花谷”焕然一新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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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3 月 15 日“央视 315

晚会” 曝光所谓“泰国香米” 竟是

由香精勾兑而来。 上海朗枫香料有

限公司等企业涉事， 上海市市场监

管部门连夜奔赴现场。 昨天凌晨，

记者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据

现场调查， 涉事企业经营范围主要

从事鱼饵诱食产品生产。 上海市场

监管部门表示，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央视 315 晚会” 曝光， 在安

徽寿县永良米业， 库房里放着一堆

堆加工好的大米， 外包装上写着

“泰子王” 二代泰国香米。 但这一

“二代泰国香米” 实际和泰国香米

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用“泰国香米

香精” 勾兑而来的“香精大米”。

普通的安徽本地大米， 加了香精，

摇身一变成了来自泰国的茉莉香

米。

这些“香精大米” 的香精原料

都指向一家企业———上海朗枫香料

有限公司。 调查发现， 郭经理所在

的上海朗枫香料有限公司无生产许

可从事香精生产， 且存在生产环境

不合格等问题。 除了大米香精， 朗

枫公司还加工生产其它食用香精。

在该企业原料库房， 成百上千种原

料被随意堆放， 大部分外包装上粘

贴着各种代号， 看不到具体名称。

3月 15日深夜， 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以及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监管

人员连夜前往位于浦东张江的朗枫

香料有限公司， 现场香精味道浓

重。 厂房仓库所在园区负责人透

露， 这是一家 2017 年入驻的企业，

主要生产鱼饵、 香精香料的配料，

注册名字上海枫米实业有限公司，

而上海朗枫香料有限公司注册地在

嘉定， 但“老板” 是同一个人郭建

军。 目前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已

失联。

3月 16日凌晨， 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回应表示， 针对央视“315”

晚会曝光的上海朗枫香料有限公

司、 上海枫米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违

法加工香精问题， 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高度关注， 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区

市场监管局开展调查。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连夜组织

执法人员对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检

查， 对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检查企

业的证照、 仓库、 票据、 原料等情

况。 涉事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从事鱼

饵诱食产品生产， 日用化学产品制

造等。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如

查实其违法行为， 将依法从严查

处。

“泰国香米”被曝由香精勾兑而来
上海朗枫香料有限公司等企业涉事，市场监管部门连夜奔赴现场

上海人大启动乡村振兴执法检查 上海就业创业形势回稳向好

今年计划新增就业岗位55万个以上

□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邮局海

关关员在对进境邮件开展机检工

作时， 发现一件申报为“儿童玩

具” 的包裹影像异常， 随即进行

开箱查验。 经开箱， 发现箱内装

有数百个小型塑料管， 每个管内

都装有一只活体蚂蚁， 塑料管底

部垫有湿润棉花。

经鉴定， 此次截获的蚂蚁为

大头收获蚁， 数量有 301 只。 海

关关员已依法对上述邮件作销毁

处理。

据悉， 自去年 11月份以来，

上海海关已连续在入境邮件渠道

查获 4批次活体大头收获蚁， 共

计 1132 只。 大头收获蚁属于外

来物种， 主要分布于欧洲南部，

常被国内新潮宠物爱好者作为

“异宠” 饲养。

为斩断“异宠” 购、 运、 销

走私链条， 上海海关紧盯外来入

侵物种风险， 把严打“异宠” 跨

境走私覆盖至跨境电商、 邮件、

快件等全渠道， 并在监管工作中

加大 CT 智能审图等科技化手段

使用力度， 坚决筑牢口岸检疫防

线， 维护国门生物安全。

假借儿童玩具之名入境
海关查获301只活体大头收获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