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IBEI
BAO 综合 2023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二

责编 韦玉婷
组版 王 婕

3版

●市内户口迁移需要走哪些程序

市民：我是重庆人，在北碚区新购住房一套，市内户口
迁移需要走哪些程序？

区公安分局：市民您好！按照《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实
施办法》第三条：“户口迁移登记遵循‘具有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所有权住房、公租房以及经房屋管理
部门租赁登记备案的住房）’原则，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
本形式，实行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和第二十条“ 购买成
套住宅房屋且实际居住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之规定；因此，购
房迁移的条件就是购房者在已购买的商品房取得合法产权
手续后且实际居住的，就可在购房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户
口迁移。户籍是重庆的且在市内的城镇地区购买成套商品
房实际居住需迁移户口的，请持相关资料到购房地派出所
户籍窗口申请办理。办理时限是当场办结。若您还有疑问，
可 在 工 作 日 9:00—12:00，14:00—17:30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
68316028。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

●北碚健身梯下有夜市半夜扰民

市民：最近，北碚区云清路健身梯下每晚都有很多年轻
人，凌晨一两点还在喧闹，甚至齐声唱生日歌或喊口号，十
分影响旁边小区居民休息，希望有人管一下。

北温泉街道办事处 ：市民您好！经核实，10月20日至22
日，城南大健身梯处有大学生在此聚集，组织夜爬登缙云
山，集合后打闹、喧闹、喊口号，有零星卖水的摊贩经营。我
街道已安排城管大队加强巡查管理，对经营摊贩进行劝离，
并劝导学生夜间不得大声喧哗扰民，同时安排队员进行值
守。如有夜间噪音情况建议投诉人可拨打110向公安部门反
馈处理。

问政·回声

民 意 全 方 位 沟 通 零 距 离

本报讯（记者 代宇航）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区交通局
开展2023年局系统党员及青年
干部轮训，努力打造新时代交
通高质量干部人才队伍。

据介绍，轮训邀请市委党
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相关负责
人、重庆红岩干部学院青年骨
干教师、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等讲专题党
课，并设置涵盖“守正创新”“纪
律规矩”“铁道兵精神”“能力本

领”“红岩精神”等内容的课程，
同时结合现场调研学习、党性
廉政教育、会后交流研讨等，帮
助参训人员深入理解和掌握党
的创新理论。

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局将紧扣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通强市等
战略部署，鼓足干劲、奋勇拼搏，
努力在“赛马比拼”中取得好成
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
北碚中交出交通“高分报表”。

区交通局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轮训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 通讯员 王希宇）10月30日，
“茶香千年 雅集盛宴”茶文化系列活动暨茶文献展开幕式在
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举行。

193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茶学学科在北碚创办。茶学
是西南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也是食品科学学
院建院的基础学科之一。本次活动由西南大学图书馆与食
品科学学院联合策划，旨在向全校师生展示图书馆重要馆
藏茶文献和食品科学学院丰硕的科研成果。

本次展览共展出自1975年以来食品科学学院茶学相关
手写讲义、铅印课本等70余册。西南大学茶学系教授童华荣
还代表茶学系向学校图书馆捐赠相关专著13册。

此外，学校图书馆还展出了200余册茶文献。其中，《茶
经》《宣和北苑贡茶录》《阳羡茗壶系》《华阳国志》《大观茶
论》《中国茶业问题》等珍贵茶文献均为首次展出。

活动还邀请了西南大学紫韵茶艺社、西南大学书法协会、
西南大学学生汉服协会到场进行茶艺表演、抄录茶诗等，吸引
不少师生一起参与体验。

核心阅读
完善基层物流基础设施，创新农货销售模

式，开展电商技能培训……近年来，我国农村电
商在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成效显著。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万
亿元，增长12.2%。

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能够拓
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助农
增收。今年以来，我国农村电商呈现增长势头，在
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优质优价，推动农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
成效显著，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澎湃新动
能。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
额达1.7万亿元，增长12.2%。

补短板，建网络
电商进农村，农货卖全国

“嘟——”一辆客车停靠在四川省仪陇县凤
仪乡的电商营运服务中心门口，司机吴忠走进分
拣中心，把自己负责配送的包裹一一装入袋中。
很快，青烟、石门、镜屏3个村的包裹被挨个送到
村民手中。“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后，平均每天要送
三四十个包裹。”吴忠说。

凤仪乡的电商营运服务中心，占地约 2000
平方米，交通便捷。“整合乡里的7家快递站点，

农村客运车配送到村到户。”中心负责人王朝敏
介绍，整合后快递公司成本降低，寄件费用也降
低了40%左右。

除了担任服务中心负责人，王朝敏自己还有
一个家庭农场。目前，农场共带动附近 110 户村
民参与，今年以来帮助销售农产品数十万元，户
均增收三四千元。“足不出户，‘土货’出山进城，
电商发展给大家带来了红利。”王朝敏说。

这是我国加快补齐农村物流设施和服务
短板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 990 个
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27.8万个村级快递服务
站点，全国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覆盖。瞄
准农产品电商上行的难点痛点，2020年以来，组
织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截至目
前，累计支持建设7.5万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新增库容1800万吨以上。支持350个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
络向农村延伸。

在云南省永仁县，小包裹推动大发展。总投
资1657万元，永仁县积极构建“县级电商中心+
乡镇电商服务站+农户”产销一体农村电商流通
模式。“水果成熟后不再担心销售难，好果子卖上
了好价钱。”永兴傣族乡灰坝村党总支书记尹世
宝说。

随着物流基础不断夯实，农村电商蓬勃发
展。据介绍，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开展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累计支持 1489 个县
建设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截至 2022 年
底，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

中心超280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15.9万个，农
村网商达1750.3万家，同比增长8.5%。

新零售，新农业
探索新业态，提升价值链

果熟飘香，安徽省砀山县葛集镇窦集村的果
园里，来自江苏丰县的水果商李猛正穿梭在梨树
间，忙着挑选品质上乘的酥梨。

“从5月开始，就跟乡亲们陆续签订油桃、黄
桃、酥梨等砀山水果的统一收购合同，采摘后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两三天就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李猛说。据介绍，2022 年，砀山县酥梨产量达 91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110.35亿元。李猛在电商
平台上注册网店，砀山酥梨、油桃成了“网红”，年
销10万单。

电商平台主动到农产品源头建基地、订合
约，通过产地直采等模式赋能农产品产业链，已
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在陕西省周至县楼观镇北寨村，猕猴桃枝蔓
郁郁葱葱，一颗颗果实挂满枝头。经过分拣、装
箱、发货，当地果农刘金牛种植的猕猴桃，从产地
直发到消费者手中，最快一天内就能到达。

“果子生产也依靠新技术。”西安恒远祥猕猴
桃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恒说，过去用肉眼挑选大
小、进行质检，现在有了选果机，能根据不同的果
形自动分类，还能挑选出有虫洞的果子，确保农
产品品质。

农产品电商，不是简单把农产品搬到网上，
关键是要推动产业链升级。通过订单式农业、基
地直采，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锻造
生鲜农产品新型供应链，提升物流配送效率，推
动新农业与新零售结合，凸显出优质农产品的竞
争力。

据介绍，农货销售模式不断创新迭代，直播
带货模式已成为农产品上行的重要抓手。许多农
民通过微信或直播销售自家农产品，一大批农产
品“网红”涌现，农产品购买转化率提升明显。除
此之外，“电商+旅游+采摘”新模式也正在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多地结合自身农产品产业特点和
地域特色，探索农耕体验、休闲度假、研学旅行等
农旅融合新业态，有效提升农产品价值链。

学技能，促创业
培育新农人，助力新产业

“培训 5 天专门学直播和拍短视频，学到不
少新知识。”前不久，河南郑州郑东新区杨桥办事
处电子商务培训班开班，村民鲁小平第一时间报
了名。课堂上，培训老师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
的方式，手把手教乡亲们通过手机直播带货。培
训结束后，还组织学员统一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助推产业更好发展。近
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推进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
训，组织各地举办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周活

动，结合农产品网络营销等主题，助力农民提升
农产品电商销售技能。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培
训群众超过2亿人次。

加强电商人才培育。2018年至2022年，农业
农村部连续5年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
农村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共培训电商骨干人才
2500余人，助力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向家
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院校毕业生
等返乡入乡群体，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2022年，开展数字化应用、电商直播等技能培
训，涉及20万人次。

政策给力，农村电商已成为农村创业的大舞
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一大批新农人推动农
产品外销，为农村电商发展注入活力。泊头镇陈
家村的新农人陈朋朋也是电商创业者中的一员。
借助家乡沾化冬枣的“金字招牌”，陈朋朋注册电
商公司。“2022年，我们电商卖的农产品有冬枣、
玉米、花生、甜橙等30多个品种，走货30万单，销
售额达 1000 万元。今年预计走货比去年增长
50%，货值也将增长50%。”陈朋朋说。

据介绍，近年来，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
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创业蓬勃发展。从2012年到
2022 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 1220 万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超过15%，且大
部分从事农村电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新产
业新业态，推动延长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户就业
增收，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原载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第 9
版）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万亿元，增长12.2%

农村电商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人民日报记者 常 钦

唱 响 中 国 经 济 “ 光 明 论 ”

本报讯（记者 刘洪滔）连日来，区
供销联社强化农资监管，积极开展农资
供应和化肥冬储专项检查，护航秋冬农
业生产和明年春耕备耕工作。

11 月 2 日至 11 月 3 日，区供销联社
工作人员来到北碚区农资储备中心、重
庆润物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农资市
场摸底检查，详细了解企业复合肥储备
数量，掌握农资储备及供需情况，积极

协助企业做好农资调运和储备工作。
“目前，我公司已储备化肥1380吨、

农药 68 吨、农膜 34 吨、种子 19.8 吨，能
够满足北碚区半年的农资需求量。同
时，公司实行 24 小时工作制，在接到订
单后，会在 24 小时内安排送货，确保各
类农资能够送到区内各镇、街、村的农
资经销点，满足辖区农业生产需求。”重
庆润物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光

华说。
不仅如此，区供销联社工作人员还

深入辖区各农资经营网点，开展稳价保
供检查，通过查看店内的进货台账和销
售台账，切实掌握尿素、复合肥、农药、
农膜等主要农资商品的供应数量、价格
变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检查过
程中，区供销联社工作人员还嘱咐经营
网点负责人，要进一步强化农资质量管

理措施，杜绝假冒伪劣农资商品流入市
场，加大推广绿色环保优质农资商品，
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

下一步，区供销联社还将前往辖
区农资生产企业、供销系统村级农资
经营网点，持续开展农资供应和稳价
保供专项检查，密切关注农资市场变
化，全力做好农资冬储和明年春耕备
耕工作。

全力服务保障农业生产

区供销联社开展秋冬农资供应和化肥冬储检查

西南大学举办图书馆藏茶文献
暨茶学学术成果文献展

▲李光前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631102301962，声
明作废。

▲郑中芬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701214768862，声
明作废

▲杨清伟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72319620529215944B1，声明
作废。

▲万清秀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490625252443，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1010月月3030日日，，师生们制作的茶诗书签师生们制作的茶诗书签。（。（西南大学供图西南大学供图））

1010月月3030日日，，在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在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学生表演茶艺学生表演茶艺。（。（西南大学供图西南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