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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爆的“上门经济”要严格“把门”

近年来，上门经济形态出现，上门喂宠、上门代厨等新
兴经济形态在给消费者带来便捷生活体验的同时，服务质
量、人身财产及隐私安全等问题也受到关注。

“上门经济”满足了多元细分的消费需求，有利
于激发消费潜力，符合未来消费升级趋势。但就像
其他新业态一样，上门经济形态也出现了“成长的
烦恼”，还欠缺相应的规范，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兴利除弊，让上门经济等新
业态更好激发新需求，让行业发展促进社会发展。

黄婷 整理点评

公交车变“救护车”，彰显生命至上

最近，一名乘客在搭乘福建省三明市321路公交车时
突发疾病昏迷。驾驶员李隆渠当机立断，直接把公交车开
进了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大厅门外，并协助医生将病人送
进急诊室抢救。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乘客经过及时救治
转危为安。

福建省三明市这名公交车驾驶员，当机立断把
车变成“救护车”，直接开到附近医院急诊大厅门外，
为救治乘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举彰显生命至上
原则，充满了正能量，这名驾驶员呵护生命的爱心行
动值得点赞。

短视频平台要当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近日，抖音联合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布《十万个为什么》

视频化第一季完成，相关视频已全部在抖音上线。内容不
仅包括“向日葵总是面向太阳吗”“为什么海水是蓝的但海
浪却是白色的”等基础问题，还包括“盲人在梦里可以看见
东西吗”等前沿热点问题。

3月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短
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十亿。其中，青少年网民占据
了相当高的份额。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的质量
好不好，就不是小事了，我们需要让短视频成为青少年
友好时代的“花草”而不是“杂草”。

电子产品“断舍离”，父母要以身作则

近日，杭州一所中学的400余名学生全部签署了一份
《电子产品“断舍离”协议》，引发热议。协议写道：甲方（孩
子）不得在周一到周五使用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周末使
用不超过1小时；乙方（家长）以身作则，不沉迷于手机，不
得在甲方学习时看手机。

让孩子远离手机，父母也要以身作则，想要孩
子专注学习，就需要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这
份电子产品“断舍离”协议让家长进一步认识到以
身作则的重要性——只有和孩子一起放下手机，才
能有效防止孩子沉迷手机。

新闻 1°深深

践行 让百姓餐桌更丰富
天天 点观观

让“小修小补”为
城市增添“烟火气”

女报 角视视

□ 刘纯银

3月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将结合前期试点
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聚焦“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努力把居民的“需
求清单”转化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满意清单”。

配钥匙、修拉链、补胶鞋、换伞布……曾经，这些“小修
小补”的手艺活和维修点，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便利。然
而，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创建以及商铺店租高涨等多
方面影响，这些事关百姓日常需要的“小修小补”的摊位在
城市日渐难觅踪迹。

虽然现在物资条件大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但“小修小补”服务，仍然是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防止“小
修小补”销声匿迹，助其重回百姓身边，多部门曾联合发文
提出要在居民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建设可以满足日
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多业态集聚的社区商圈，包
括提供修鞋、修自行车、改衣服等便民服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随着各地便民生
活圈建设的不断推进，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有较大进
步空间。其实，城市治理如同绘工笔画，每一个细小处，都
要精雕细琢。精在对微小需求的精准精确捕捉，细在对民
生工作的细致巧妙安排，往往一个人性化的关怀和设计，就
能反映城市治理的水平和温度。

为更好地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期待各地
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制定更加完善的发展规范，出台更有
效的扶持政策，帮助从业者解决好诸如摊位、卫生、服务质
量、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助力“小修小补”有序回归，更
稳健地发展。更何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修小补”，一头
是百姓需求，一头是扩大就业选择。正如网友留言所说，

“小修小补”为城市的繁荣发展聚集“烟火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修小补”的民生问题，一

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而解决这些
新问题，就要有新办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方式、
畅通渠道，给“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留出空间，不仅是社会
共识，而且更需要有关方面出实招、下实功。同时，一座城
市的活力，也体现在这具有人文关怀的烟火气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明芳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
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
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分领
域制定实施方案。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
来源。

什么是大食物观？2017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老百姓
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
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
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
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
变化趋势。

大食物观下，老百姓每天吃的东西已
经不局限于稻子、小麦等主粮，为了更好
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科
技创新的手段，人们已经开辟出新的获取
食物的途径，使得食物供应更加多元化，
让老百姓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
康。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深入各
地探访如何践行大食物观，守护“舌尖上
的幸福”。

种在“水”里的菜
在天津市宁河区百利蔬菜种植基地，

大棚里绿油油的水培菜长势喜人，工人们
正忙着出菜，大棚外的货车正等着将新鲜
的生菜运到各大商超。

“您看这个奶油生菜，叶片翠绿，口感
脆嫩，非常适合生吃。”基地负责人、天津百
利种苗培育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刘晓君介
绍，在她的水培蔬菜基地里，种植着生菜、
水芹、香菜等多种叶类蔬菜。

不同于传统蔬菜种植方式，这里的菜
都种在一个个管道上的空穴里，而不是栽
种在泥土里。“我们这是水培蔬菜，把菜苗
专门种在营养液里，以此为肥料，通过光合
作用促进蔬菜生长。”刘晓君介绍。

2017年，公司引进了新技术“水培菜”
项目，将国外流行的水培蔬菜引进宁河，并
自主研发了盛有营养液的水培蔬菜包装
盒，成功将水培蔬菜从田间引到餐桌，在
市、区的大力支持下，刘晓君发展水培蔬菜
园区，建造水培日光温室，引入智能水培控

制系统，精准控制棚内温度、光照时间，供
水频率和施肥频次，打响了“百利水培生
菜”的品牌。

刘晓君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在天津，因为盐碱地较多，许多土地是不适
宜种植蔬菜的，而水培菜打破了空间的限
制。另外，相较于传统的蔬菜种植，水培菜
复种的指数比较高，不受时间限制，一年可
以种8~10茬，比平常的作物一年可以多
4~5茬，产出率特别高。

更加安全也是水培菜的优势之一，“土
壤里面有一些重金属还有虫卵，而水培菜
采取营养液作为肥料，里面含有氮磷钾和
微量元素，加之用的都是过滤的纯净水，没
有传统农田中的土传病虫害，在它的生长
过程中，我们更加生物化，这样就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刘晓君说。

据介绍，基地里水培菜一天的产量有2
至3吨，主要销往京津冀，以及香港、新加
坡地区。基地每年的产值在1000万左右，
其中水培菜占到营收的40%。

“我们的水培生菜水分充足，干净卫
生，口感脆生，受到许多喜欢减脂轻食人群
的喜爱。同时老年人喜欢用生菜蘸酱吃，
为小朋友们做辅食或者熬粥的时候也可以
把生菜加进去，清香可口，老少皆宜。”刘晓
君说。

据了解，为给市民生产更多优质果蔬，
特别是消除天津市“冬淡季”果蔬供应不足
顽疾，天津出台相关文件，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到2025年，将发展100万亩设施农业，
通过推广智能化物联网技术等，使“白色暖
房”成为一年四季可生产的“植物工厂”，到

“十四五”末，天津市果蔬综合自给率将达
到100%，优质果蔬将装满京津市民的菜篮
子。

一株致富的菌菇
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金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菌菇种植大棚里，工人们正在给
虎奶菇的菌包覆土。“菌包发菌满了之后就
覆土，把菌包埋在土里，到了28摄氏度以

上就可以出菇。”公司总经理方婷向记者介
绍。培育母种、制作原种、培养菌包、出菇
管理、适时采摘，每一道工序方婷都熟稔于
心。

方婷的父亲方金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食用菌种植大户，受父亲影响，方婷在中学
时期，就基本掌握了平菇、金针菇、杏鲍菇
等常规品种的种植技术。2008年，20岁的
方婷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传承父亲的事业。

2008年初夏，一株以前从未见过的野
生菌菇引起了方婷的注意，原来这株菌菇
正是多年来各地菌菇栽培者苦苦寻找的新
品种虎奶菇。

方婷介绍，虎奶菇味道鲜美，富含蛋白
质、多糖等活性物质和矿物质元素，具有较
高的营养价值，且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方婷通过向专家学者请教，反反复复
进行了数百次的实验栽培。2010年9月，
新品种“临川虎奶菇”种菌终于人工驯化成
功，该科研项目一举获得了临川区科学技
术一等奖、抚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西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如今，新品种“临川虎奶
菇”已获得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认证。

据方婷介绍，公司以“临川虎奶菇”为
主打产品，年产值在3000万元左右，主要
销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地，深受广大消费
者欢迎。

近年来，方婷积极与有关高等院校及
科研单位联手致力开发“临川虎奶菇”成品
及系列保健产品，延长产业链。“我们目前
已经开发了虎奶菇米昔、代茶包、调味包等
深加工产品，预计今年上市。”方婷说。

方婷所管理的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人
工驯化虎奶菇菌核的企业，采用公司+合作
社的模式，带动160户社员种植虎奶菇，促
进了大批群众创业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食用菌生产组
织发展迅猛，行业总产值不断扩大，临川虎
奶菇等食用菌新品种畅销省内外并走出国
门。食用菌栽培已成为临川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稻鳖共生”实现“种养双赢”
在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露新家庭农

场，空气清新，水质清透，汪树新的丈夫正
穿着皮裤，戴着皮手套在稻田里捞甲鱼，深
沟里的水到大腿的位置，再加上沟里的淤
泥，行走起来有些费劲，不一会儿，他捞上
来一条比手掌还要大的沉甸甸的甲鱼，举
起来向田埂边的人展示。

汪树新和丈夫在2017年创立了露新
家庭农场，流转土地面积121亩，发展现代
生态循环农业——稻鳖共生项目。

“稻鳖共生简单地说就是稻田养甲鱼，十
分之一的地方挖深沟养甲鱼，十分之九的地方
种稻谷，甲鱼和水稻产生互补，甲鱼吃虫，粪便
肥田，通过科学种养结合，利用水循环的机制，
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土壤还能生产出健康安全
的农产品。”汪树新告诉记者。这种生态养殖
模式实现了养鳖稳粮、增产增效的目的。

汪树新介绍，水稻采用的是优质稻种
嘉丰优2号，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打除
草剂，自然生长而成。甲鱼品种是“中华鳖
日本系”。“传统的养殖方式是在温室养大
之后再放进水塘。我的甲鱼是从刚出壳就
放进水塘，第三年跟稻谷共生，经过多个冬
眠期，自然生长而成。目前我们出售的甲
鱼都是5年的生态无公害甲鱼。肉质紧，
裙边厚，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如今，汪树新的家庭农场已经打造出
大米和甲鱼品牌“悉露”，实行品牌化经营。

他们还和浙江省农科院合作，接受技
术指导，养殖黑水虻喂养甲鱼，这样既能节
省成本，又能提高甲鱼的抗病毒性。

汪树新家每年稻谷产量在5万多斤，
甲鱼在 3万斤左右，年产值达两百多万
元。“我们主要销往江浙沪地区，许多客户
都是熟客介绍来买的，都是冲着健康无污
染的产品来的。”汪树新笑着说。

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扎实有序推进现
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遍地
开花”。一批“稻鳖共生”“稻鱼共生”“农牧对
接”等新型、生态、高效的种养模式得到推广。

什 么 是 大 食 物 观 ？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
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
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
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
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
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
开发食物资源。”

大食物观下，人们已经
开辟出新的获取食物的途
径，使得食物供应更加多元
化，让老百姓从吃得饱到吃
得好再到吃得健康

▲方婷观察金针菇出菇情况。

游客在洛阳市洛邑古城
内游玩拍照（2月28日摄）。

今年以来，河南洛阳充
分发掘特色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推出众多惠民政策，激发
市场消费活力。打造集古风
体验、沉浸互动、美食休闲、
文化社交为一体的多元消费
场景，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焕
发城市活力，文旅产业迎来
全面复苏。

新华社记者 郝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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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菜长势良好。

大食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