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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遥测超标车辆查询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在嘉园路及丰科路设置的机动车

固定遥感监测设备，每日24小时对过境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
遥感遥测，并对超标排放车辆依法进行查处。

本周共遥测机动车49129辆，其中，有效数据24701辆，筛查
超标排放车辆18辆，已通过挂网登记及邮寄信件方式告知涉事
车主。上述车辆超标信息已在首都之窗—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
进行公示，相关详情请登录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进行
查询，亦可致电010-83368580进行咨询。

“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新发地启动
现场签约超45亿元 新发地330万亩种植基地覆盖大部分贫困地区

我区提前完成今年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整治

精准扶贫
亲戚家的土特产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为促进“三区
三州”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
市场”，4月 3日，以“产业扶贫、市场扶贫、
消费扶贫、感情扶贫”为主题的“三区三
州”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动
在丰台新发地启动。

来自西藏、新疆、甘肃、四川和云南
“三区三州”107个深度贫困县的 200多名
供货商和全国各地 500 多名采购商参加
活动，采购金额 54.8亿元，现场签约 45.57
亿元。

在新发地湖北厅内外，来自“三区三
州”和丰台对口帮扶地区的农产品展台充
满了整个湖北厅，从杏仁干果到农家蜂
蜜，从奶制品到牛肉干，琳琅满目的具有
当地特色的产品正在进行集中展示，为了
长久支持“三区三州”特产展示，新发地在
湖北厅一楼设立专展区，进行长期展示。

据了解，举办“三区三州”贫困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既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的实际行动，也是巩固和提升“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成果的重
要举措。“三区三州”生态优势独特，很多
农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但流通成本偏
高、市场信息不畅、加工仓储不足、品牌
建设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
农业农村部搭建贫困地区与终端消费市
场之间的直通车，打造推进贫困地区特
色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栽好帮助贫困群
众脱贫的摇钱树，并专门制定方案，在资
金分配、项目安排等方面加大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

“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
对接专场活动是 2019 年系列产销活动的
首场活动，在接下来的产销对接活动中，
将拓宽流通渠道，在完善产地市场、推进

“互联网+”、完善初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
益服务平台方面下功夫，健全农产品市
场体系；树强农业品牌，引导“三区三州”

贫困县开展“一县一品牌”建设，走出一
条以质量创品牌、以品牌提效益的发展
道路。

新 发 地 市 场 董 事 长 张 玉 玺 告 诉 记
者：“我们现在讲三大农业扶贫模式：一
是产业扶贫，侧重生产和种植端；二是消
费扶贫，侧重消费端、需求端；三是市场
扶贫，就是通过批发市场的大流通把种
植端和消费端牢牢联系起来，落实产销
对接，这样我们的扶贫工作就能更加高
效、稳定地开展。”

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新发地
市场为了更好地实现产销对接，在全国
投资建设了 10 个分市场和 330 万亩标准
化种植基地，覆盖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
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通过一系列的措
施，吸纳贫困户就业，鼓励农民以土地入
股，建立种植示范园引领农民种植，设立
育苗中心保障种苗品质，为特困户免费
提供种苗。农民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种

植，统一的标准来采摘，以符合市场的需
求。龙头企业、经营大户负责销售。同
时，通过举办推介会、展销会、设立销售
专区、扶贫馆、减免进场费用、接待贫困
地区政府和企业来访等多元化方式进一
步助推贫困地区农产品的销售，提升其
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比较有代表性
的扶贫地区有兰考、光山、涞源、林西、沽
源、承德、喀什、渭源、隰县等。

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实践，最终形成
了“政府、龙头企业、批发市场、销售大王
合力抓两头，农民干中间（种植、采摘、包
装）”的新型产销对接模式，又被社会各
界称为“兰考模式”。如今，兰考蜜瓜已
经有了很好的产业规模，深受消费者青
睐并广为传播，蜜瓜大王张宗志也因为
对兰考县蜜瓜产业的突出贡献，当选为

“开封市人大代表”，兰考县委、县政府还
委托新发地市场继续在兰考扩大红薯、
葡萄等优势品种的产业投入。

本报讯（通讯员 张楚凝）4
月初，笔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
解到，全区提前完成 2019年无证
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治理全
部计划任务，整治“开墙打洞”
207 处，整治无证无照经营 1020
处，完成进度全市排名第一位。

针对 2019 年重大活动较多、
工作时间“窗口”有限的特点，丰
台区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
治理工作按照“先谋后动、先立后
破、整提并举”的工作原则，加强
时间、空间协调，把握工作节奏、
力度，提早谋划、统筹安排。据了
解，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导向树

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在全区
范围内统一细化整治标准，杜绝
妥协式整治。精品导向带示范，
将点位整治与打造精品大街、治
理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一同
推进，实现周边环境整体提升。
民生导向重帮扶，针对困难点位，
通过另择新址经营、协调社区从
事居民服务、解决工作岗位等方
式进行妥善安置。问题导向抓重
点，将媒体曝光、群众举报和上账
集中的重点区域列为重点防控反
弹对象，针对“游击式”反弹实行
长期盯守，并辅以“技防、物防，错
峰人防”三管齐下，全面防控。

在 4 月 5 日晚间室外展区塔
影 别 苑 ，中 国 园 林 博 物 馆 举 办

“忆满京城 情思华夏——‘满庭
芳园诵清明’首届清明诗会”。
诗 会 以“ 情 思 华 夏 ”、“ 春 和 景
明”、“忆满京城”三个篇章的演
绎，在清远静穆的园林中，吟诵
中华经典诗词，追思先贤，缅怀
华夏英灵。

现场观众共同欣赏着诗歌
朗诵《满江红》《勿忘英雄》《祖国

啊，我的祖国》等节目，数十位老
中青朗诵艺术家与来自全国的
五个优秀表演团队共同演绎，为
观众献上一场气势磅礴、情怀深
切的诗词盛会。

周女士一家告诉记者：“第
一次参与这种形式的清明活动，
感觉活动很新颖，在清明时节欣
赏经典诵读，共同缅怀先贤，是
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

王宇 文并摄

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首届清明诗会

丰台区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展览推介、产
业合作、产销对接等方式为涞源县实现农副产
品进京销售，《丰台报》持续关注受援地地区产
品，为农副产品进京开设专栏。

本 期 向 大 家 推 荐 的 是 河 北 涞 源 县 黄 土
岭石碾小米。据河北涞源县甘霖土特产购
销有限公司负责人段怀宝介绍，“黄土岭石
碾小米是利用涞源县独特自然资源生长的
谷子，采用原始的石碾工艺加工而成。通过
石碾脱皮的小米，不产生高温，完整保留了
小米本身的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煮
出来的小米上面还有一层米油。”石碾小米
色泽并不光润，而且表面凹凸不平，这是由
于采用石碾传统工艺加工而成，而非“化妆”
过的小米。

医道五十载 守护王佐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 李冉）4 月 6
日，由丰台区商务局支持，丰台区
商联会主办的“丰台区家居消费
节—团尖货”在红星美凯龙西四
环店启动。本次活动是以春季家
居消费为契机，以便民惠民为目
标，以家居、家电、装饰等生活服
务为引领，为广大消费者搭建新
潮、高品质的家居消费平台。

启 动 仪 式 上 ，来 自 红 星 美
凯龙品质联盟和红四联盟的优
秀 商 家 上 台 庄 严 宣 誓 ，信 守 行
业 诚 信 标 准 、遵 循 公 司 服 务 制

度 ，把 最 优 质 的 服 务 献 给 每 一
位消费者。

据了解，4月 6日至 4月 27日
“团尖货”活动期间，红星美凯龙
国际家具建材广场作为承办单
位，联合 300 余家店铺千余件单
品 参 与 本 次 促 销 ，商 品 覆 盖 建
材、家具、装饰等。依托销售数
据支撑，精选十余种商品作为尖
货，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回馈家居
消费者。届时，还将联合多家商
业企业开展异业互动宣传，让我
区消费者抢先预购到“尖货”。

《丰台报》持续助力受援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丰台区启动“家居消费节”◀北宫国家
森林公园内杏花、
迎春、梅花开得正
盛，亭台楼阁、溪
水湖泊错落其间，
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赏花踏青。

邵亦晴/摄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本周各区属公园杏花、桃花、海棠等春花迎来
盛花期，公园内“春色满园、花香四溢”，游人如织，又是一年赏春好时节。

◀落英缤纷的樱花
园、清新淡雅的丁香园、花
团锦簇的芍药园、姹紫嫣
红的牡丹园，各种花草散
发着独特的幽香，游人行
走在丰台花园里感受着春
天的味道。 任宝良/摄

▶在莲花池公园浩漫
的湖面中，鲜红的鱼儿和
岸边金黄色的迎春花相映
成趣，演绎最美春景。

冯朝/摄

联系方式：0312-7381955 或谢冬梅：
15032226559；店铺地址：涞源县百泉路人和
宾馆楼下核桃油石碾小米店

本报讯（通讯员 刘艳秋）今
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宏观环境和
经济下行压力，丰台区委区政府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密集调度投
资项目、深入调研指导，各部门、
街乡镇主动作为，坚持走访企业
和服务包制度，加大企业服务力
度，工业总产值、建安投资、第三
产业收入等主要指标增速均高
于上年同期，区域经济实现良好
开局。

建安投资高位开局
1 至 2 月，在房地产开发和

基础设施项目的带动下，丰台区
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55.7%。从领
域看，房地产开发领域建安投资
同比增长 57.6%；基础设施领域
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62%；工业领
域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7.4倍。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1至 2月，丰台区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 176.6亿元，同比增长
2.7%。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
零 售 额 12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3%，占丰台区零售额的 73.3%。
实现网上零售额 55.5 亿元，同比
增长18.5%，拉动丰台区零售额增
长 5 个百分点。从消费类别看，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零售额 20.9
亿元，同比增长 6%，拉动零售额
增长 0.7个百分点；餐饮业零售额

9.2亿元，同比增长 13.4%，拉动零
售额增长0.6个百分点。

服务业快速增长
1 至 2 月，丰台区第三产业

实现收入 703.5 亿元，同比增长
18%，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5.7 个
百分点。从分行业数据看，第三
产业所有门类收入均实现增长，
其 中 八 个 门 类 收 入 在 10% 以
上。在企业项目增多以及集中
确认收入的带动下，科技服务业
收入同比增长 19%，高于上年同
期 24.5 个百分点；受重点企业调
整转型、拓展业务的拉动，商务
服务业收入增长 14.2%；信息服
务业收入增长 10.4%，主要是企
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张，新签合同
增加，带动收入增长。

工业生产增势良好
1 至 2 月，丰台区实现工业

总 产 值 39.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2.2 个
百分点。从行业看，电力、医药、
非金属、铁路、电子设备制造等
产值规模居前五位的行业均实
现 增 长 ，合 计 实 现 产 值 28.2 亿
元，同比增长 14.6%；从企业看，
产值排名前十位企业合计实现
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12.1%，
其中 6 家企业增速超过 20%，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

1至2月丰台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丰台赏春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李冉）王佐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位于西王佐
村 356 号，服务半径约 7 公里，覆盖近 61 平
方公里的面积，辐射辖区 6 万余居民。辖
区范围大、交通不便，且就诊群体以老年
人居多，如何更加便捷全面地为辖区居民
提供医疗服务，成为中心一直努力解决的
难题。通过结合“智慧家医”工作、树立

“防大于治”的理念、延伸中心触角增设服
务站等多种方式破题，中心在辖区内做到
了医疗服务“全覆盖”。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土坯房披上了红外衣，中心已经走

过了 50个年头。数十年里，高层次的医疗
卫生人才不断引入，临床科室不断增加、诊
疗项目不断细化、医疗设备不断升级、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唯一不变的是为患者服
务的宗旨和扎根基层无怨无悔的精神。中
心不大的面积，却涵盖全科、中医科、口腔
科、预防保健科、中西药房、检验科、影像
科、健康管理科等临床相关科室，注册树立
的“王佐中医”品牌已经在辖区成了响当当
的金字招牌。逐步实现辖区居民“小病不
出门、便捷又省心”的心愿。

其中，影像科、检验科、药剂科是保
证 中 心 医 疗 工 作 的 三 大 功 能 支 持 科
室 。 过 去 ，只 能 完 成 腹 部 超 声 、肝 肾 功
能 、血 常 规 、血 脂 、X 线 等 检 查 ，随 着 患
者数量的增多和医疗需求的增加，中心
通 过 引 进 人 才 、外 出 培 训 等 途 径 ，逐 渐
拓展至血管超声、心脏超声、骨密度、经
颅 多 普 勒 超 声 、甲 状 腺 功 能 、肿 瘤 系 列
等多项辅助功能检查，能够满足患者的
就诊需求。

中心党建引领“智慧家医”随行
中心将“智慧家医”工作与党建相结

合，以党建工作为引领，通过支部共建的
方式，在辖区众多企事业单位中普及健康
教育知识和发挥“智慧家医”工作优势，让
在王佐工作的很多外乡人享受到医疗服
务送到身边的服务。

中心的医务科兼健康管理科科长王
颖谈到“智慧家医”为自身工作带来的改
变，她介绍，过去的签约基本停留在纸质
的操作，签约患者的获得感也不是很强。
通过去年“智慧家医”工作在全区全面推
开，将这种模式真正运用到工作中后，也
让这些基层医务工作者对“智慧家医”工
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通过“智慧家医”，使得医患矛盾化解
了不少，医生和患者建立了一种更紧密的
关系，实现了医生和患者无障碍线上交流
咨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心人流量较大
的问题；医生还可以定期给患者发送健康
教育的小知识，让每一位签约者参与自身
的健康管理；大量的纸质信息录入电脑
后，减轻了医生不少笔头的工作量，多将
时间交给患者，与他们聊天谈心，问问家
里 的 情 况 、孩 子 的 学 业 、最 近 的 饮 食 等
等。“可别小看聊天的内容，很多时候患者
的病情都和最近发生的事息息相关，通过
聊天医生可以了解患者的心境，是生气
了？还是过于悲伤了？反映到身体上可
能就是胃痛或者血压升高。”中医科科长
盛雪对记者说，“我现在正在自学心理学，
因为我发现这‘话疗’能起大作用呢！”

一名医生一面旗
更名为“国医苑”的中医科是中心的

重点发展学科，现有中医 8名，全部为硕士
学历。在辖区开展中医药特色服务，开设
中医经方、皮科、肾病、心血管病、骨科、康
复门诊，每个门诊在日常工作基础上，打
造个人特色，做到“一名医生一面旗”。中
医皮肤医师根据古方自行配制的药物面
膜，解决了一批辖区居民的“面子问题”。
三位贺氏火针的传承弟子也逐渐将火针
治疗应用于临床……

在国医苑的长走廊里，记者看到每位
医生的诊室门口都立着该名医生的特色专
长的易拉宝，详细介绍着医生的专长与资
历，每个诊室的门口都坐着很多等候的患
者，家住沙锅村的赵阿姨就是其中之一，她
经常来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这
儿就跟我的娘家似的，离着近，一会儿工夫
就到了，我有高血压、糖尿病，找这儿的大
夫看得特好，我现在别处不去，就认这儿。”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满足患者就医
需求，切实让百姓在家门口、15分钟时间圈
内享受到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我们通
过易址重建、逐渐整合、接受符合条件的村
卫生室为中心直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方
式，延伸医疗服务触角，目前已开设 5家社
区站，同样中西医并举，各服务站还分别以
中医疼痛治疗、灸疗、足浴、推拿、儿科等为
特色开展服务。”中心主任许鑫介绍。

王佐情怀的医生扎根基层数十年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黄均毅医生是这里

的“台柱子”，很多患者都认可他的医术，有的
患者从距这里 100公里外的河北专程赶来，
给自己的常年头痛病求得一服良药。在被问
到为什么留在小小的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十
年时，他对记者说：“都是为百姓服务，在哪儿

都一样。如果高学历的医生都去三甲医院工
作了，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怎么办呢？这
些想在家门口看病的患者怎么办呢?”黄医生
接着说：“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居民往往得
坐半个多小时才来一趟的公交车去中心城区
看病，进一趟城来回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大
家越来越认可我们社区医院了，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和孩子就诊也比以前方便多了。

“与大型三甲医院不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除了要为就诊患者减轻痛苦、治愈
疾病外，还承担了辖区居民健康管理、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工作。”党支部书记
张静说道。防大于治，中心落实医疗服
务、宣传健康知识，为的就是将疾病预防
在中心大门外。中心的预防保健科定位
精准，针对各类人群开展诸如免疫规划、
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结核病防控等工作，
将免疫预防工作重心前移，被评为北京市
AAA 级免疫预防规范化门诊以及 AA 级妇
幼保健规范化门诊。

■记者手记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这里
的医生都对王佐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有
的家住昌平，每天不辞辛苦地驱车50多公
里，却没有想过换个离家近的大医院上班；
这里的医生和患者像朋友一样，见面时的
寒暄、细致耐心的叮嘱、发自肺腑的道谢随
处可见，无论熟识还是初见，都让人感觉亲
切；这里平凡繁琐的工作，却在患者们送来
自家种的水果、老玉米中变得温暖且意义
非凡。五十年，足以使婴儿垂暮，但对于王
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却依旧在为
民服务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