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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等领域将率先推进新型标准体系建设
本报讯 据国家能源局30日消息，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就《关于加快能源领域新型标

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提出，在新能源、电力与电工装备新技术

领域，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能源融合发展领域，积极推

动团体标准扩量提质。着力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团体标准的优胜劣汰。

本报讯 （记者 史晓菲）记者日前
从中国皮革协会获悉，7月 20日，中国
皮革协会团体标准《原料皮进出口贸易
规范 生牛皮》（T/CLIAS 001—2020）正
式发布，并于 2020年 9月 1日起正式实
施。这是中国皮革协会发布的首个团
体标准，也是我国制定的首个针对原料
皮进出口贸易规范的标准。

来自中国皮革协会的信息，我国是
世界上重要的皮革生产大国，皮革产量
约占世界皮革产量的四分之一。尽管
我国是畜牧业养殖大国，猪、牛、羊存栏
量均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原料皮供应仍
不能满足我国制革行业需求，约 50%需
要进口。此外，我国养殖和屠宰企业数
量多，分布广，企业销售渠道多样，少量

原料皮会出口到其他国家。由于此前
我国没有制定原料皮贸易规范的相关
标准，国内企业在开展原料皮贸易活动
时通常依据《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皮》或

《北美牛皮销售标准》。
中国皮革协会相关负责人指出，

随着我国制革行业水平的不断进步，
生产规模、产品研发和产品品质都有
了极大的提升，在国际皮革贸易活动
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世界各原料皮供
应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制革
企业对原料皮来源有了更多选择。由
于目前执行的标准中一些条款与当前
原料皮贸易双方的实际需求不符，如
生牛皮皮张数量误差问题、单张生牛
皮重量偏差问题、原料皮失重问题、原

料皮混装问题、原料皮质量问题等，使
得贸易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难以得到
充分保障，贸易纠纷时有发生。中国
制革企业和进口原料皮供应商多次向
中国皮革协会投诉，协会在协调过程
中也深感制定原料皮贸易规范的重要
性。为满足国际原料皮贸易形势需要
和响应行业诉求，中国皮革协会牵头
编制团体标准《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
范》，并首先编制了进口量最大且最容
易引起纠纷的生牛皮贸易规范。

据介绍，《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生牛皮》参考了《国际合同第六号 生
皮》和《北美牛皮销售标准》，并依据全
球范围内原料皮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
和需求，对国际贸易中常见生牛皮种类

做了定义，规定了去肉和修边、分级、检
验、交易规则、违约及争议处理等条款，
对当前应用的贸易合同中与贸易双方
实际需求不符、极易引起贸易纠纷的条
款做了修改，完善了维护贸易双方企业
合理合法利益的交易规则及违约赔偿
和争议处理措施，更有利于维护原料皮
买卖双方的合理合法利益、保障原料皮
国际贸易更加规范。

中国皮革协会还提醒相关企业在
开展生牛皮国际贸易活动中，应增强保
护意识，坚持使用本标准作为进口或出
口生牛皮的贸易合同签署依据，维护自
身合理合法利益。同时，也应该积极遵
守标准要求，更好地维护我国皮革行业
的国际形象。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 7月 29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开展纵深推进
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协会、阿里
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小米、拼多多、美

团、360、网易、苏宁易购等 30余家单位
和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各企业要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重点对专项整治行动中“APP、SDK
（软件工具开发包）违规处理用户个人信
息”“设置障碍、频繁骚扰用户”“欺骗误
导用户”“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
位”等方面 10类问题进行集中排查，发
现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据介绍，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
各省通信管理局将加强常态化监督检
查，依法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置和
曝光力度。

中国皮革协会首个团体标准《原料皮进出口贸易规范 生牛皮》发布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按照“企业+合作社+种植户”的模式，
发展辣椒种植，并通过加工生产辣椒粉、辣椒酱等，丰富辣椒产品种类，助
力群众脱贫增收。今年，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当地辣椒产业
发展进入快车道。

图为7月27日朗县西藏劲朗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准备对牦牛肉香
辣酱罐头进行高温消毒。 张汝锋/摄

西藏朗西藏朗县县：：

辣椒产业助力脱贫攻坚辣椒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APP侵犯用户权益专项整治

本报记者 叶德宝
□ 马佳丽 王春煜 李奕萱

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四
层小洋楼整齐排列，花海、农场随处可
见，有“甜蜜”的巧克力小镇，还有供村民
们学习、休闲的文化礼堂。

然而，就在上世纪 90年代，缪家村
还是嘉善县31个贫困村之一，村集体可
支配资金不足 5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不到1000元。

从贫困村到小康村，20多年来，缪
家人凭着“勤思、勤劳、勤闯、勤拼”的缪
家精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强村之
路，用行动与智慧描绘出一幅美丽乡村
新画卷。

贫困村变成人人羡慕的小康村

缪兰芝是浙江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
缪家村的老党员，今年已经 71岁，年轻
时因务农身体落下了病根，常常上医院
开药，医药费开销极大。不过，她并没有
因此致穷，“手头还是比较宽裕的，日子
也过得不错。”

这得益于缪家村完善的养老基本
保障服务。“我们村只要符合领取条件
的，都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缪兰芝
说，村里为每位村民买养老保险，给每
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发放补贴。不仅如
此，缪家村还设立了面向全村困难老党
员、退职老干部、困难群众的“关爱资
金”，在传统节日，村干部还会带头走访
慰问。

如今，缪家村的百姓生活十分幸福，
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377元，
许多村民都拿着“养老金、土地租金、房
租租金、打工工资”等多项收入，日子过
得有声有色。“隔壁村的人都羡慕我们，
说我们最快步入小康生活。”说到这里，
缪兰芝笑了。

“让农村人都羡慕缪家村人。”这是
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党委书记丁法强向
村民做出的承诺，“缪家村就是一个大家
庭。村民过得富裕、过得好，就是我的心
愿。”

“甜蜜事业”带来更多幸福感

从贫困村到小康村，这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如何让整个村的人一起大踏
步地走向小康，这是一门学问。这一切
的改变，46岁的村民缪新来看在眼里、
明在心里，“我们的小康生活离不开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

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记者来到了
“文旅+产业”相结合的小镇。若不是
亲身到访，很难想象在大云镇一派田园
风光中，还坐落着一座欧式外观的巧克
力小镇。小镇里，一条全透明观光通道
让游客尽览高端巧克力生产流水线，巧
克力博物馆、巧克力大喷泉、可可观赏
园……甚至游客还能亲自动手制作巧

克力。
近年来，缪家村看到绿色发展的巨

大潜力和可持续性，利用现有自然村落
特色，鼓励村民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等
项目，带动第三产业绿色生态发展，促进
村级经济增长。“就如巧克力小镇，既发
展了巧克力产业，又成为旅游项目，让更
多的人来乡村旅游，带动消费。”缪新来
说。

如今，巧克力小镇的美称让大云镇
成了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大云镇人气
更旺了。2019年，巧克力小镇游客人数
达到 300余万人次，巧克力带动综合收
入达数亿元。小镇也为当地农民带来了
实惠，目前小镇 80%以上的员工均为当
地居民，出售“甜蜜浪漫”的事业也越做
越大。

村级经济发展不断催生民生福利，
“只有村集体发展之后才能带给老百姓
更多的幸福感。”作为 2018年嘉兴市基
层党组织“先锋书记”的丁法强引领村民
开拓创新，大胆实践，寻找发展新路子，

加快推进建设新农村。
据悉，缪家村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以

碧云花园、巧克力小镇、十里水乡等一批
富有浓郁地方特色、产业特色的农村休
闲旅游项目，特别是随着十里水乡、云澜
湾温泉等项目的建设，逐渐形成了温泉
度假、水乡观光、花田景观、休闲农庄等
特色旅游线。

文化礼堂让村民精神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我们村的变化太大啦，可以说是焕
然一新！”“每天生活在景区一样的地方，
心情也特别好。”不少村民纷纷感叹，通
过近几年来的积极建设，村环境绿化、道
路硬化及夜间亮化等工程逐一完成，精
神生活品质明显好了。

傍晚时分，村民们拿着扇子、搬着板
凳陆陆续续从家里赶往广场，有饭后散
步的，有聊天唠嗑的，还有放着音乐跳广
场舞的，各个都玩得不亦乐乎。“以前这
里是个大菜场，又脏又臭，没人愿意到这
边来。现在好了，不仅环境整洁，而且时
不时地还有表演和电影看。”村民潘明笑
着说。

这几年，缪家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投入，村民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除了个人的养老保险
保障等物质需求外，缪家村也一直致力
于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们邀请了中央美院的专家来
设计，在村中央建设了文化广场和文
化礼堂。”丁法强说，在这个文化礼堂
里，缪家村推崇的乡贤文化陈列其中，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文化礼堂里召
开村集体会议，村民、各基层工作人员
及村干部在此商讨工作，交流探讨分
享工作经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
化氛围日渐厚重，村民的精神生活品
质显著提升，缪家村人在走向小康的
路上越走越好。

浙江嘉善缪家村的生活有点

本报讯（记者 闫廷）每天下午，池振英都会与妻子去大棚
里采摘新鲜蔬菜，次日凌晨3点左右到蔬菜交易市场售卖，6点
基本可以售光。每日销售250斤黄瓜和400斤西红柿。按市场
价计算，一天收入700元左右，一个大棚年纯收入2万多元。

“今年，光大棚一项，就收入14万元左右。”池振英说。
池振英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

镇南村以种植蔬菜而闻名。2009年在乌兰察布市政府的支持
下，占地25亩的蔬菜交易市场在南村正式投入使用。

南村蔬菜交易市场的建立与乌兰察布市人大代表、平地泉
镇南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效玲的努力分不开。

多年来，南村反季节蔬菜的销售价格一直偏低，老百姓的
种植热情并不高。通过调研和走访，时任南村村主任的张效玲
在2008年市人大会议上提议建立南村蔬菜交易市场。

南村蔬菜交易市场建立后，南村蔬菜交易逐渐形成规模并
不断扩大，开始辐射周边地区。交易量的增加促使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同时影响着南村周边的花村、大喇嘛营村和陈家村等
地。

42岁的池振英从 2016年开始经营 3个大棚，2019年扩展
到 7个，全部用来种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蔬菜，地里的长白
菜和大棚里种植的蔬菜都会运往交易市场。

池振英告诉记者，没承包大棚之前，家里原有 20多亩地，
全部种植长白菜。那时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长白菜的价格一
直徘徊在0.1元/斤。交易市场建成后，在村委会的引导和规范
下，长白菜的价格稳定在了0.15元/斤以上，种植户得到了更多
实惠。

张效玲还在村里成立了蔬菜种植合作社，专门为村民种植
选育优良品种，同时跟进销售服务。通过10多年的努力，南村
的蔬菜种植形成了一个助力村民致富增收的产业，橄榄、长白
菜、青椒等开始走出乌兰察布，走向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现在，南村蔬菜种植规模达6400多亩，通过交易市场运送
到全国的反季节蔬菜超过了2万吨，交易额1300多万元，周边村民靠着种植蔬菜，
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5020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康村、富民村。

南村蔬菜交易市场火了，来南村的人就多了，南村的旅游业逐渐兴起，种植水
果、发展大棚采摘、短途游逐渐崭露头角。

盛夏时节，对于家住南村的郭福奎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他家的大棚种
着从山东引进的葡萄，每年产量6000多斤，按每斤30元的市场价估算，全年仅卖
葡萄收入就达到18万元左右。

走进郭福奎的葡萄大棚，树上的葡萄顺着藤架一串串垂下，翠绿欲滴。“我的
葡萄长得大、产量高，现在都不够卖。”58岁的郭福奎说。

以前，郭福奎靠打零工、种田地养活一家老小。2015年，郭福奎开始种植葡
萄，从山东引进“蜜光葡萄、阳关玫瑰葡萄、美人指”三个品种，通过3年精心呵护，
2018年，郭福奎的葡萄园终于结出了幸福的果实。随着葡萄的成熟，郭福奎将葡
萄大棚发展成采摘园，每年5月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前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每
斤葡萄30元，最多的时候一天卖了1万多元。”郭福奎说。

南村的蔬菜种植业与南村312户村民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聚宝棚”。致富奔小康依靠产业带动，依靠老百姓勤劳的双手。通过发展蔬
菜产业，南村已成为察右前旗产业带动脱贫的典型和农业示范区。近年来，察右
前旗将发展产业作为农牧民致富的一项重要举措，结合农牧业结构调整，引领农
牧民转变生产方式，在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等方面为农牧民做好服务，不仅打开了
农牧民的增收致富之门，也成为农牧民的“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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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蝶变小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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