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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游人在扎兰屯市一处杜鹃花海边拍照。
近期，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的杜鹃花竞相绽放，吸引游人前来观赏。新华社记者贝赫摄

新华社拉萨4月28日电（记者春拉）记者日前
从西藏自治区旅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获悉，2021
年西藏乡村旅游累计接待超过1200万人次。

2021年，通过实施“西藏人游西藏”等活动，全
年乡村旅游累计接待1274.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5.87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64521人次。

西藏2021年通过聚焦旅游提档升级，共落实

项目资金50650万元，支持全区39个旅游基础设
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施了一批重大文化保护
工程项目、补短板建设项目以及边境旅游和乡村旅
游项目。

数据显示，2021年，西藏全年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415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实现旅游
总收入441.90亿元，同比增长20.6%。

家用的燃气管一般有三种
第一种是软管，这种管子容易老化而出现断

裂、漏气等危险因素，使用超过18个月就要更换。
第二种是金属波纹管，这种管子用6至8年

是可以的。
第三种是铝塑管，这种管子使用年限为50

年，但要定期检查接口处。
使用燃气管要注意
1. 燃气胶质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两米。
2. 燃气管不要靠近炉面，以免被火焰烧烤。
3. 不要穿越墙体、门窗。
4. 不要压、折胶管，以免造成堵塞，影响连

续供气。
5. 燃气管与燃具、管道的接口处，请用管扎

紧，防止脱落漏气。
燃气检漏方法
1. 当闻到一股臭鸡蛋味、汽油味、油漆味时

就应当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
2. 查找燃气泄漏点。检查时，可用肥皂水、

洗洁精等涂在可能产生漏气的地方，如管道的接
头，表、灶的开关等处，若有漏气，则该处会连
续冒泡。

3. 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据应急管理部官网）

燃气管使用规范和检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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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西藏乡村旅游接待逾120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
者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2022年全国铁
路五一小长假运输28日启动，自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为期 8
天，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200
万人次，客流总体处于低位运
行。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铁路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间，
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客货运
输，科学调度运力资源，优化列
车开行方案，加大货运保通保畅
力度，为人民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
内各大火车站增设志愿服务人
员，保留并完善人工售票窗口，
方便老年人和“脱网”旅客现金
购票，确保旅客出行便捷。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
贵阳供电局密切配合，对管内贵
广高铁、成贵高铁等沿线供电设
施和贵阳北站电力设备开展安全
检查，确保电力运行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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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志愿者在为居民搬运物资。
3月上旬以来，奥密克戎病毒突袭吉林省长春市。为阻击疫情，很多小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长春市南关区万科金域长春小区有26栋楼、5000多居民。小区临时党支部成立以来，承担了组织小区志

愿者和居民开展核酸检测、物资保供、秩序维护等工作。在党支部的组织发动下，小区志愿者队伍壮大至近
200人，涵盖机关工作人员、警察、教师、医务工作者、私营企业主等。广大志愿者努力帮助解决群众的燃眉之
急，小区疫情防控形势目前持续向好。 新华社记者张建摄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者姜琳）人社部
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27日表示，针对疫情影
响，人社部将指导各地调整优化公共部门考试招
录的时间安排，为高校毕业生求职留出时间窗口。

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人，创历史
新高。3 月，16 至 24 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
16%，为近几年同期最高值。在国内外环境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促进就业的任务更重。

在27日举行的人社部2022年一季度新闻发
布会上，陈勇嘉表示，下一步，人社部将坚持把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针对毕业生不同时段的求职需求，重点采取四方
面举措支持他们就业创业。

拓展就业渠道。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创业的
支持政策，推进政策落实打包快办，加快政策兑现，
引导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城乡基层就业，稳定扩
大国有企业招聘，稳定事业单位、基层项目招聘招
募，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推送招聘岗位。继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
活动，将岗位信息、指导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送到
毕业生身边。同时，接续开展城市联合招聘、民营企
业招聘等活动，提早启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应对
疫情影响线上线下大规模推送岗位，扩大社会参与
面，推出更多有特色的行业专场招聘。

加大见习培训。深入推进百万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募集一批高质量见习岗位，推出一批国家
级见习示范单位，提升毕业生实践能力。同时，
针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需要，积极组织参加技能
培训，着力提升培训质量，拓展新职业培训，支
持毕业生实现技能就业。

强化困难帮扶。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早
做好信息衔接，做实帮扶台账，畅通各类求助渠
道。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
等困难毕业生开展“一对一”就业援助，优先推
荐岗位。对长期失业青年，加强实践引导和分类
帮扶，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就业市场。

人社部将指导各地调整公共部门考试招录时间

受疫情防控、俄乌冲突、农资涨价、极端
天气等因素影响，“粮袋子”问题广受关注。
我国粮食生产供销形势如何，国际粮食市场动
荡影响几何，百姓口粮价格能否稳得住？记者
日前采访权威部门，近距离透视新形势下的中
国粮。

稳面积提产能：“粮袋子”有
保障

谷雨节气，正值关键农时。农民和农技人
员在田间忙碌，抓紧防控小麦病虫害和春耕春
播。在农业大省吉林，尽管由于疫情管控，3
月备春耕进度放慢，但经过多方努力，水稻育
秧接近尾声，前期耽误的进度基本抢回来了。

放眼世界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俄乌冲
突给粮食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稳住粮食“压舱石”极为重要。今年
我国粮食生产面临不少新情况：

——夏粮的主体是冬小麦，夏粮约占全年
粮食产量的五分之一，对于稳定预期意义重
大。受去年秋汛影响，1.1亿亩冬小麦晚播，
占总面积三分之一，一些地方反映苗情是“历
年来最复杂的”。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
几个月来，通过各地各部门加强保障和农民辛
勤耕耘，目前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87.9%，
比冬前提高17.4个百分点，长势与常年基本持
平，夺丰收有了来之不易的基础。

——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我国明确今
年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菜。一方
面，农资价格上涨，推高今年种粮成本；另一
方面，根据气象预测，旱涝形势需要高度重
视。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着重强调了粮食安全：“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
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围绕粮食安全，我国提出确保2022年粮
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聚焦关键环节
全面部署——

调动重农抓粮和种粮积极性。全面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考核。主产区、主销
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很多省
区市的书记、省长、市长，下基层搞调研、查
苗情。国家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三大
谷物的种植收入保险和完全成本保险扩大到全
国主产省820多个主产县。中央财政安排下拨
200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逐个品种抓牢抓好。我国先后召开全国春
季农业生产暨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工作会议、
扩种大豆油料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全国玉
米水稻生产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逐个品种
部署。农业农村部派出100多名机关干部和
200名技术人员，包省包片下沉一线，并开通
热线电话解决农民实际困难。相关部门印发工
作导则，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
产。

春争日，夏争时。今年春播粮食意向种植
面积9.4亿亩，比上年有所增加。目前春播粮
食完成意向面积的28.8%，其中，早稻栽插过
九成、春小麦播种过七成、薯类过五成、春玉
米近三成、大豆过一成，进度均略快于上年。

潘文博表示，现在距小麦大面积收获约有
40天，农业农村部将加强监测预警，指导各
地抓好中后期麦田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措
施，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

口粮自给有保障：进口主要是
调剂品种

田间生产在努力，百姓餐桌有保障，仓储
物流是关键。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表
示，我国水稻和小麦两大口粮作物连年丰收，
加上库存充裕，进口主要是一些调剂品种，两
大口粮自给有保障。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仓满廪实外，我国粮油
加工能力很强，如果按每人每天吃1斤粮测
算，一天加工出来的米面够全国人民吃2天。

口粮绝对安全之外，其他粮食作物呢？大
豆和玉米是我国粮食进口主要品种。玉米是重
要的饲料粮，进口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和食用油
消费。农业农村部提出，今年千方百计稳定玉
米生产，要以南补北、以单产补面积、以建设
补短板，启动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目前，2021 年收获秋粮的收购接近尾
声。截至20日，主产区粮食企业累计收购中
晚稻、玉米和大豆1.81亿吨。今年以来，全国
累计销售政策性粮食1190万吨，满足了市场
消费需求。粮食供应较为充足、价格平稳，粮
食安全总体有保障。

据了解，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强，
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粮食库存较为充足，防范市场风险能
力增强。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国

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已建
立，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000家、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52983个。各地创新物流运输
方式，加强城市、社区、城际、农村配送有效
衔接，形成由都市区“1小时”、周边城市“3
小时”、城市群“5小时”构成的“全国粮食
135应急保障圈”。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国内粮食市场
始终保持平稳运行良好态势，为应对全球粮食
危机风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基
础。

据介绍，国家粮食和储备系统将强化市场
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变
化，加大对重点地区、品种和时段的监测力
度，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有关问题，切实维护
良好市场秩序。

关注输入性因素：稳价仍有较
好支撑

近段时间以来，受俄乌冲突等影响，国际
粮价大幅上涨。3月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环
比上涨17.1%。小麦、玉米价格环比上涨超过
19%，玉米、大麦和高粱价格攀升至1990年
以来最高点。

去年我国进口的玉米、大麦近三成来自乌
克兰。俄乌冲突引发国际粮食市场动荡，带动
国内部分粮食价格小幅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粮食价
格同比上涨1.7%，其中3月涨幅略有扩大，升
至2%。3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涨幅虽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但低
于国内3%左右的预期目标。

粮价为百价之基。专家认为，尽管存在国
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当前中国粮食价格仍总体
保持稳定。从走势看，中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风险、保持粮价总体稳定仍有较好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我国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强，36个大中城市主城
区及市场易波动地区的地方成品粮油储备达到
15天及以上。有关部门将坚持综合施策、精
准调控，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合理安排政策性
粮食销售，引导农民适时适价售粮、企业均衡
有序收粮。

“农业农村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单
位，密切关注农资市场形势，推动企业提高产
能利用率，发挥储备调节作用，畅通运输配送
通道，切实服务好春耕农业生产，夯实全年粮
食丰收基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一
级巡视员陈萍说。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粮袋子”有保障 稳价格有支撑
——透视新形势下的中国粮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王立彬 魏玉坤

（上接一版） 持续发展暖棚合营，推进庭院经济，投入扶持
资金3万元，改善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环境，建设村“爱心
超市”。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把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作为创建活动的重要载体，组织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冰雪
清理、宣传引导等志愿服务活动500余人次，动员外卖员、
送餐员等群体发放创城宣传单5万余份，引导广大职工群众
参与创城，争做文明市民。

倾情服务职工，为职工群众办实事持续用力。深入开展
四季恒温活动。“春送岗位”联系招聘企业93户，提供岗位
1207个；“夏送清凉”筹集28万余元的送清凉物品，慰问52
个单位13367名一线职工；“金秋助学”为131名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送去助学金56万元；“冬送温暖”救助困难职工116
人，发放生活和医疗救助金62.9万元，走访企业79户送去
慰问金 95.8 万元。投入资金 30 余万元，累计建成“工驿
站”61个。洮北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驿站和通榆县电商
工驿站被评为全国最美工驿站。以“建党百年，工会进万
家”活动为载体，累计投入资金32.5万元，为在档困难职工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购买互助保障。在我市遭遇特大暴雪期
间，开展“暖心饺子”活动，为奋战在清雪一线的环卫、城
管职工送去500余份暖心饺子。为44名全国劳模发放春节慰
问金13.2万元。七一前夕，慰问170名各级劳模，发放慰问
金12.4万元，向全国劳模发放特殊困难帮扶金、生活补助
金、退休荣誉津贴 21万元，为 27名全国劳模进行健康体
检，向23名省级劳模发放特殊困难补助金47.3万元。提高
职工住院医疗赔付标准至10400元，重大疾病保障项目增加
到30种，增设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障项目。互助保障成功纳
入省级统筹，全市参保单位 310家、职工 34156 人，赔付

436人，赔付金119万。
突出维权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强化民主管

理。开展“公开解难题、民主促发展”主题活动，做好职代
会提案征集，白城供电公司在全国典型企业民主管理微视频
大赛中获奖，白城热电厂、白城供电公司获全省优秀职工代
表提案奖，我市在全省首届集体协商竞赛荣获全省第三名。
做好全省工会劳动关系监测点建设，全市已建信息直报点16
个。扎实开展法律维权。继续推进“法院+工会”劳动争议
诉调对接，全年调解案件15件。扎实开展“尊法守法·携手
筑梦”法律服务和“法律体检”活动，深入保安、快递和出
租车企业开展各类法律服务20余次。加强劳动领域政治安
全，建立工作专班，健全会商研判、信息报送等制度，落实

“五个坚决”要求长效机制，开展职工队伍稳定风险大排
查，坚决把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了“五个不
发生”目标。强化工会劳动保护。做好群众性安全生产监督
和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利
用公众号和微信群转发职业病防治视频，联合市卫健委开展
争做“职业健康达人”活动，组织开展 “安康杯”竞赛活
动，参与竞赛、答题职工达2.5万余人。

夯实基础，工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明显改善。加强建
会入会工作。重点加强乡镇（街道）工会、小微企业工会建
设，突出吸纳快递员、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
体入会，及时做好日常建会和集中建会工作，重点抓好基层
工会干部配备，监督法人登记和建立工会账户，全年新建基
层工会561家、发展会员6382人，超额完成省总任务指标。
强化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协管，各县（市、区）总
工会主要负责人调整到位。注重发挥社会化工作者作用，新
聘任工会社会化工作者16名。扎实开展干部培训，举办工
会青年干部、新任工会干部培训班，开展微视频制作、工资
集体协商等专题培训，培训工会干部300余人，增强了工会
干部服务职工的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
强工会机关党建工作，在全市脱贫攻坚、国家级卫生城创建
和“两优一先”评选中，有1个基层党支部和3名党员受到
嘉奖，深入开展党组织“共驻共建”活动，领取兑现群众

“微心愿”，切实为社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另外，工会
经费收入持续增长，经费使用重点向基层倾斜，经费审计扎
实推进，女职工、产业工会、工会信息等工作均取得新进
展。

（上接一版）为加快项目建设奠定政策基础。同时积极
推动绿电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完善运行管理机制，发挥
电价成本洼地、电力持续保供、绿电消纳认证“三大优
势”，储能铅碳电池、碳纤维增强碳复合材料等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并督促属地和项目主
体，做好项目能评、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办理和用工、
用料、资金等要素保障，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瓶颈。

我市还实行“一企一策”“一类一策”，逐个项目
建档立卡，逐个项目梳理问题，逐个项目纾难解困，
特别是在复工复产关键时期，通过视频、电话等方
式，帮助项目单位破解“堵点”“卡点”，确保了重大
项目早复工、快推进。在4月14日后，实行项目进展
当日报告制度，及时调度梳理每个项目开复工、设备
设施进场、人员返岗等情况，形成“一项目一清
单”，通过高频高效调度，掀起各地项目建设新热潮。

此外，我市高度重视项目建设督查核查工作。着
重对新建项目的开工率和入统率、续建项目的复工率
和竣工率、“5+3”产业项目的完成率、招商引资项目
的落地率、专项债券项目的资金争取率和资金拨付率
进行督查核查。今年2月10日至14日，市发改委赴
各县对重大项目建设和春季集中开工情况进行点对点
调度、一对一督查，推动了项目加快建设。近期，按
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仍将适时开展项目现场督
查核查。同时对新建项目入库工作采取以县 （市、
区）为单元，开展入规入统实操培训，服务和辅导项
目单位做好项目入统要件准备、数据填报等工作，确
保应统尽统、颗粒归仓。

汇聚职工力量 建功白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