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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记
者高敬、安蓓、刘
羊旸）从 5 日开
始，冷空气又要

来了，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温。这个冬天，
北方地区冬季取暖有哪些暖心政策？能源供应
保障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暖心：多地提前启动供暖

　　屋内暖意融融，主人王雅丽正忙着做家务。
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达到 22℃。
　　王雅丽家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冬
奥家园小区，她说：“今年提前几天就供暖了，烧
得挺不错，晚上睡觉盖层薄被子就行。”
　　随着 10 月 20 日哈尔滨市正式供暖，我国
最北省份黑龙江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黑龙
江省部分地区紧跟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暖时
间，供暖“弹性十足”。
　　不只是黑龙江，今年 10 月下旬以来，我国
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也随之跌落，多
地确定提前供暖。
　　北京市日前召开今冬供暖季的第一次气象
会商，决定提前点火试运行，11 月 15 日供热室
温达标。
　　天津市确定，从 11月 1日起正式供暖。这
是自 2016 至 2017 年采暖期以来，天津市连续
第 5年提前启动集中供暖。

　　河北省根据气象情况研判，决定提前启
动供暖。除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前期已经供
暖的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于 11 月 1 日起
供暖。
　　山东省聊城市城区将提前一周左右供
暖，潍坊中心城区提前启动供暖低温试运行，
正式供暖时间也随之提前。
　　记者了解到，各地加强供暖弹性的同时，
下大气力保障群众取暖安全，进行取暖设施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大对供暖老旧管
网的改造力度等。
　　对已经实行清洁取暖改造的用户，一些地
方组织驻村安全员、协管员深入农户家中，指导
农户规范用气用电，及时排查各类事故隐患。

清新：清洁供暖让温暖和蓝天同在

　　走进河北省张家口市东望山乡元子河村
村民李存英家，客厅里摆放着文竹、绿萝、发
财树，还有一盆红艳艳的辣椒，红绿交织煞是
好看。
　　“过去养的绿植，总是过不了冬，现在可
没有这个担心了。”李存英高兴地说。
　　去年起，元子河村 87户常住村民全部实
施了电代煤改造。
　　“比烧煤省心，也干净多了。过去烧煤把
墙面熏得脏乎乎的，去年我把墙面刷了一遍，
现在特别白净。”李存英说，“烧煤的时候一到
早上五六点钟屋里拔凉拔凉的，现在一天到

晚屋里都是恒温的，非常舒适。”
　　今年河北省共安排农村清洁取暖改造
360.32 万户，根据气源、电源保障情况，确定
今年通气、通电 259.2 万户，其余 101.12 万
户今年完成户外工程，明年投入使用。
　　清洁取暖，关系着百姓温暖过冬，也关系
你我头顶的蓝天。
　　近年来，我国集中力量推进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散煤治理，已经累计
完成散煤治理 2500 余万户。各地因地制宜
推进“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如
山西省今冬将有 70 余万户居民用上“煤改
电”清洁取暖。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0 年我国
将新增清洁取暖面积 15 亿平方米左右。“北
方农村地区推进清洁取暖，对替代散烧煤、改
善大气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加大了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
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黄学农说。

放心：多措并举保障能源供应

　　前些年一些地方冬季出现“气荒”，对群
众温暖过冬产生一定影响。保供暖，充足稳
定的能源供应是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日前表
示，总体看，天然气资源供应比较充足，供需
平衡情况总体好于往年。但考虑到今年 12
月份和明年 1月份用气高峰期，局部地区、局

部时段有可能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
　　为保障今年民生用气，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提前布局筹措，进一步提升保供能力。
　　中石油发挥天然气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产供储销贸全线发力，全年预计生产天然气
1280 亿方以上；冬供期间统筹国内外资源
986.7 亿方，同比增加 100.1 亿方，全力保障
天然气资源供应。
　　中石化加大资源统筹力度。国产资源方
面，加快推进普光、元坝、涪陵、威荣、大牛地
等主力气田增储上产。进口资源方面，积极
做好现货资源采购，天津、青岛 LNG 接收站
供暖季将实现满负荷接卸。
　　中海油气电集团预计通过天津 LNG 接
收站为华北地区提供 24.9 亿方天然气，全力
保障华北地区供暖高峰用气安全稳定。
　　孟玮说，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情形，
督促地方和企业细化应急保供预案，进一步
完善非居民可中断调峰用户清单，必要时有
序启动，确保民生等重点用气需求。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预计供
暖季期间，全国煤炭消费将保持同比基本持
平态势，需要重点加强东北地区煤炭供应保
障工作。
　　以黑龙江省为例，当地政府提前预判，多
方联动，增加煤炭进口，并多方开拓煤源，多
渠道帮助企业缓解煤炭紧缺压力。
   （参与记者：巩志宏、李继伟、强勇）

这个冬天，您家里暖和吗
关注北方地区冬季取暖

　　 11月 5日，宝能汽车集团宣布旗下西安
基地绿色智慧工厂将于近日正式建成投产。
该工厂是宝能汽车集团第一个自主建成的全
工艺整车生产基地，助力宝能“整车+零部件
+出行服务”全产业链布局落地。同时，在工
厂竣工投产当日，宝能自主研发的新能源
xEV 平台也将迎来首车下线。
　　这座于 2018 年 3 月开工建设的绿色
智慧工厂，坐落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始终
对标国际一流工厂的高端智能制造基地。

该工厂集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于一体，生
产设备具备高度柔性，能实现多车型共线生
产，精益设计制造贯穿其中。工厂内，拥有冲
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电池、电
机、电控三电车间，还配有物流中心。
　　该工厂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450亿
元，综合税收超 25亿元，解决约 1万人就业，
带动上下游 3 万人就业。这对于西咸新区、
西安市乃至整个陕西省完善产业结构、加快
区域产业升级有着强劲推动作用，同时为西

安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提供有力
支撑。
　　在今年 9 月举办的北京车展上，宝能
汽车集团展示了自主研发的 xEV 平台，该
平台聚焦“新四化”，具备高度可延展性，支
持 BEV（纯电动汽车）、PHEV（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REV（增程式电动汽车）等
多种动力，体现出宝能赋能汽车产业的垂
直整合及生态布局战略构想。
          （本报记者王若辰）

　　（上接 1 版）此时，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尼玛扎西本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心里永远装着农民的人，却在母亲临终前也
未能奔赴自己农村的老家——— 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扎塘镇杂玉村。
　　 7月 26日，是尼玛扎西和妻子拉琼的独子阿旺次仁的生日。
　　正在北京出差的他，当天一早便收到了妻子发来的信
息———“今天是儿子生日，你们在北京可以聚聚哈。”
　　“生日那天，我到他酒店旁边的饭馆等他。虽然已经过了饭
点，但我还是特别开心。”阿旺次仁说，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
　　“不曾想，这竟成了父子间的诀别。”阿旺次仁难以抑制悲恸
的心情。
　　 31岁的阿旺次仁至今还记得父亲经常告诫他的话语——— 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的人。
　　拉琼的手机中，还一直保留着尼玛扎西拍摄的祝福儿子生
日快乐的视频。
　　结婚多年，拉琼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商场、超市买东西，习
惯了自己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家务，也习惯了从家门口把丈夫出
差的行李搬进家里而见不到已跑到办公室的丈夫人影，更习惯
了丈夫整天忙碌、拼命、忘我地工作。

“青稞博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人字两画，如果说他简写了生活的一笔，则大写了事业的
一画。
　　青稞是藏族群众的主要粮食，被誉为“长在天上的作物”。
　　“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从此感谢云雀鸟，万
众珍爱青稞粒。”藏族民歌如此唱道。
　　尼玛扎西，便是一只云雀鸟，衔来一粒种子，一缕阳光。
　　“藏青 2000”，是尼玛扎西带领团队，历经 19 年科研育成的
青稞新品种，是西藏青稞第三代主推品种。
　　 2013 年，为了推广“藏青 2000”，尼玛扎西跑遍了西藏 28
个粮食主产县进行技术指导。
　　作为“藏青 2000”首席科学家，2013 年 2 月份，尼玛扎西深
入“西藏粮仓”日喀则各县，白天带领科研人员在田间地头给农
民讲解科学种植技术，晚上挨家挨户了解农户所需所忧。
　　听着尼玛扎西讲述“藏青 2000”产量较高、多产草等优点，
达娃顿珠还是无法完全放心，“毕竟谁也没种过这个品种”。
　　金嘎村的几户种粮大户协商后决定每户试种 20 亩。同时，
白朗县嘎东镇白雪村也试种了“藏青 2000”。

　　可到了当年 5月，眼看着其他青稞田已出苗，新种仍无出
苗迹象。这下，农户们慌了，纷纷聚集到镇政府前讨说法。
　　“我们靠土地吃饭，若不出苗就歉收，谁能不急呢？”白雪
村村民达娃至今记得当时说过的话。
　　远在拉萨的尼玛扎西一听到这个情况，立即出发赶了 5
个小时的路抵达嘎东镇。
　　为了解除疑虑，他带着农民，到农田里用手刨开土地，让
农民看已经发了芽的种，刨到手指脱皮。晚上，尼玛扎西又给
全镇农民开会，解释出苗晚的缘由——— 为预防病虫害，用立克
秀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导致出苗晚，但抗倒伏能力强。
　　“若一个星期后青稞还没出苗，今年大家的损失我来负
责！”他最后掷地有声地说。
　　果然，不到一周，农田里“藏青 2000”青稞苗整整齐齐长
了出来。当年，白朗县“藏青 2000”亩产达到 600 多斤，几近原
先品种的两倍。
　　至今，“藏青 2000”是青稞生产史上唯一单品种单产年示范
推广超 100万亩以上的品种，为西藏青稞总产量突破 80万吨、
粮食总产量突破 100万吨、保障西藏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杜杰说，尼玛扎西带领团队已选
育并审定“藏青 2000”“冬青 18 号”等一大批高产、优质、多抗
型新品种，常年占西藏青稞种植面积的 50% 以上，累计在青
藏高原推广 818万亩。经中国农科院效益测评，其社会经济效
益达 27亿元。
　　千年青稞，在他麾下获得了“新生”。
　　他也因此被誉为“青稞博士”。
　　与尼玛扎西共事 34 年的青稞研究团队成员、56 岁的禹
代林说：“尼玛扎西对青稞的感情贯穿他的一生，对青稞事业
的执着与敬业无人能比。”
　　——— 尼玛扎西牵头构建了首个青稞核心种质库，入库保
存近 6000 份种质；创建青稞双高协调选择育种技术体系，培
育出适应青藏高原不同生态区的粮草双高青稞新品种 11个。
　　——— 建立青稞新品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创立新品
种推广模式；建立国内首个青稞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提出高
β—葡聚糖青稞品种选育、青稞保健食品开发等一系列青稞
产业科技创新的新论点，带领团队与企业合作研发了青稞系
列产品 100余种，极大提高了青稞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 牵头实施西藏青稞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构建了全

球首个青稞全基因图谱，首次揭示青稞起源与进化；解析了青
稞高原适应性生物学机制，克隆青稞抗性重要功能基因 11
个，提升了我国青稞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 围绕西藏农牧业增产增效和脱贫攻坚的技术需求，
大力集成创新和示范推广了青稞增产、牦牛育肥、奶牛饲养、
绒山羊扩繁、高原渔业、果树栽培、食用菌生产等方面的实用
技术 40多项，建立农牧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22个。
　　 30多年来，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署名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
发表 SCI论文 18篇，出版中英文专著 10部（其中英文 3部）；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 16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一等
奖 3项；主编藏文科普图书 27种。合作培养博士后 2名、博士生
1名、硕士生 12名；获发明专利 4件，制定地方标准 13个。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杰出人才”、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第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创新奖、“三区三州”事业单位脱
贫攻坚专项奖励记大功个人……他所获荣誉无数。
　　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京认为：“尼玛扎西团队西藏青稞基因组和
青稞起源进化研究成果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青稞遗传
基础狭窄和高原适应性生物学机制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尼玛扎西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的家乡
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小时候就一心想着让青稞长好。”
　　尼玛扎西为西藏农牧科技水平提升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
力，为西藏农牧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厅长杜杰说：“他实现了自己生前的愿望，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把成果留在农牧民家中。”

“一粒种子”：将精神播撒在高原大地

　　“你不必担心饥馑，只要高原上还有一粒种子，大家会让
它生根、抽穗、结籽，养活这方勤苦的人们。因为种子里凝浸着
你的血液，你流芳千古的基因。”
　　这是尼玛扎西离世后网络上的一篇悼念文章。
　　生前，尼玛扎西患有乙肝、糖尿病多年，这两年病情加重，
每周都吃药，每天注射胰岛素。
　　“我在办公室，身体有些发抖，赶紧给我弄点吃的。”时任
农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鲍圣华，节假日经常接到尼玛扎西的电
话，要让食堂师傅煮面条送到他的办公室。
　　有时鲍圣华陪他到试验田里去察看，尼玛扎西根本不用

看标签就知道哪块田种的是什么品种。“作为院长，他比我们
很多专家在田里的时间都长。”鲍圣华说。
　　农科院草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敬龙回忆，草业所刚成立，
便接到编制《西藏自治区草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任务，“当
时一头雾水”。
　　于是，他每天都去找尼玛扎西请教，有时把他堵在办公室
门口。
　　“他也很忙，也会生气骂我们笨蛋。”王敬龙说，但他一定
会认真细致地讲解。
　　“等到后期制作规划大图纸时，技术问题又难住了我们。”
王敬龙回忆，一想院长是理学博士，行家里手，又去找他，追着
院长问。“每次从院长办公室出来，都如释重负。”
　　“这也是我们农科院一贯的风格，什么不会就去问院长。”
他说。
　　采访中，受访者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尼玛扎西是一个没有
架子的人、“严师慈父式的长辈”和“开诚布公的朋友”。
　　 2010年加入尼玛扎西青稞育种与栽培研究团队的 45岁
博士曾兴权说：“如果没有院长的关爱与精神感染，我可能早
就离职去发达城市工作了。”
　　“对新来的援藏干部他都要求配备最好的生活和办公设
施，让他们能安心工作。”与尼玛扎西共事 20多年的农科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扎西说。
　　尼玛扎西去世后，5 名援藏干部自费从北京、辽宁等地赶
来拉萨悼念。
　　当记者在西藏自治区农科院采访，看到尼玛扎西办公室
门上的指示牌依然写着“出差”二字时，顿时感觉农科院所有
的干部职工都不愿相信他的离开——— 他只是出了一个很长很
长的差。
　　同事们不会忘记那个常年提前一小时上班，为保持精力一
天喝很多杯咖啡，办公室的门随时向基层干部、科研人员敞开，
常年深入基层调研，随时安排布置工作任务，爱才重才的院长。
　　跟随他研究青稞 17年的唐亚伟，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去世
前一天安排工作的微信：“这些是那曲市尼玛县文部乡南村的
‘藏青 17’，一是你们实地调查该品种，二是收集当地青稞品
种。收割估计在 9月 23日左右。”
　　“这是他最后一次安排任务。”唐亚伟哽咽着说。   
            新华社拉萨 11 月 5 日电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文君）今年
“双 11”，各大电商平台提前掀起一波促
销高潮，销售周期比往年延长，从 11 月
初拉长至明年春节前夕，再加上商家多
种多样的“满减”“补贴”等促销手段，让
广大消费者“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甚
至感觉不买就吃亏了。中国消费者协会
结合近年来消费纠纷调查，提醒消费者
理性消费，谨防促销套路。

直播带货“槽点”多

　　各大电商平台的主播们卖力讲解、
分享体验，加上粉丝们刷屏的评论，吸引
了众多消费者通过直播下单购物。当
前，网络直播的购物方式越来越普及，同
时也隐藏着一些消费陷阱。
　　据中消协调查统计，消费者投诉的
“槽点”主要有：直播带货商家未能充分
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部分主播在直
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或
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题；产品质量
货不对板，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
品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单造假
“杀雏”；主播将消费者引至第三方，该平
台信用资质不佳或是引诱消费者进行私
下交易；部分商品售后无保障，消费者难
享“三包”权利等。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要提前做足“功
课”，不被各种“假优惠”陷阱误导。建议
消费者不轻信商家的“特价”“清仓价”
“全网最低价”等宣传，购买商品前要货
比三家，先了解商品的大概市场价格，再
对商家促销活动是否有实际优惠进行评
估，警惕“明降实涨”等价格陷阱，避免受
不实促销诱惑而冲动消费。

优惠活动“水分”多

　　红包活动一直以来是各大电商平台吸
引用户、提升销量的惯用手段，有时候这些
红包活动看似优惠多多，实际上却很鸡肋。
　　有消费者反映其在某网络购物平台
参加抢红包活动，一共抢到了 900 多个
红包，但实际优惠金额累计不到 10 元，
花费了很大精力，最后只有满满的失落
感；有的商家使用“限时抢购”“爆款秒
杀”“巨惠特卖”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用
语来吸引消费者下单，实际上是“先涨后降”的套路；还有的
优惠活动可能就消费期限、商品品类、消费金额等设置一定
的“门槛”，消费者达不到这些门槛，就不能享受到优惠。
　　在“双 11”等大促活动期间，部分平台、商家以促销活
动的名义进行推广，表面上是让利消费者，实则清库存，甚
至借助低价来推销其劣质商品，消费者一旦禁不住诱惑就
很容易上当受骗，引发消费纠纷。
　　中消协提示：面对各种促销、优惠广告，消费者首先要
保持理智，树立科学消费、理性消费意识，根据自己或者家
庭的实际需求选购商品，不被商家的各种促销活动冲昏头
脑。在面对商家为“清库存”而进行大促时，消费者最好先
清理一下自己的“库存”，也许家里还囤积着上次大促时血
拼的商品。因此，建议消费者量需而入，千万不要为自己并
不需要的物品再浪费精力和金钱了。

售后服务诟病多

　　一些商家重视销售、轻视售后服务，如不履行七日无理由
退货规定、不向消费者提供购物发票、售后电话无人接听形同
虚设、商品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却要求消费者去鉴定、不履行
“三包”义务、对消费者退货或者退款请求拖延处理等。
　　有的商家为了冲击销量而虚标库存，还有的商家打出
“秒杀”“竞拍”等低价促销活动，吸引大量消费者下单购买
后，商家或是迟迟不发货等待消费者主动取消订单，或是以
“订单异常”“商品缺货”“操作失误”“系统错误”等借口为由
单方面强制“砍单”，由于下单的消费者数量较多，若商家不
能妥善处理，极易引发群体性消费纠纷。
　　中消协提示：资质齐全、信誉较高的商家，其经营行为
相对较为规范，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也有较高的保障。
消费者千万不能贪图价格便宜就登录陌生网站或者点击不
明链接进行交易，更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QQ 等进
行私下交易，以免吃亏上当。
　　消费者要注意索取并保存购物凭证以及相应的商家承
诺，通过网络购物的，还应将订单信息、购物聊天记录等留
存，作为维权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可先与商家以及平台
进行沟通，如联系不上或者无法达成一致的，可向 12315或
者消协组织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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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智 慧 工 厂 来 了 ！
宝能汽车西安基地自主研发新能源车将下线

　　新华社合肥 11 月 5 日电（记
者陈尚营）5 日上午，安徽省合肥
市肥西县高店乡，随着一件总重
46.1 吨的杆件精确架设就位，世
界最大跨度通水通航钢结构渡
槽——— 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钢渡
槽全幅顺利合龙。
　　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钢渡槽
工程投资近 5亿元，由中铁四局和
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渡槽总长
350 米，分左右两幅，其中钢渡槽
全长 246 米，总用钢量达 2.1 万
吨。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程师杨善红说，钢渡槽主跨
跨度达到 110米，是目前世界上跨
度最大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
　　引江济淮工程是国务院要求
加快建设的 172项重大节水供水
工程之一，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
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工程。淠河总干
渠是合肥和六安两座城市的重要供
水渠道，比引江济淮航道高出 30多
米。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合肥建管
处处长王同如说，经过科学论证，渠
水只能通过架设传统的渡槽过流，
从引江济淮运河“跨过”，形成一座
“河上有河”可通水行船的“水桥”。
　　据介绍，淠河总干渠钢渡槽工
程自 2019年 10月 28日开始首件
安装以来，参建单位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和今年严重汛情的不利影响，
合龙时间比计划工期提前近两个
月。中铁四局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

钢渡槽项目总工程师张建金说，由于钢渡槽主跨
跨度大，整个工程采用了很多新技术、新工艺，
“通过制定合理的焊接顺序有效地减小焊接变
形，大量采用机器人自动焊。”
　　引江济淮工程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江
淮沟通、江水北送三段，输水线路总长 723 公
里，供水范围涵盖了安徽省 13市和河南省 2市
共 55个区县，工程投资 949.15亿元。预计 2022
年年底前，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将基本建成，
2023年开展航运、供水等工程联调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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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 ，在泰兴
黄桥镇一乐器
公司，工人在
制作小提琴。

  江苏省泰
兴市黄桥镇被
誉为“东方提
琴之乡”，提琴
生产加工成为
带动群众致富
的支柱产业 。

目前，该镇共
有 200 多家提
琴生产及配套
企业 ，3 . 5 万
名乐器行业从
业人员，年生
产 各 类 提 琴
70 余万把，约占世界总产量
的 30% ，产品销往 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发（汤德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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