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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明确新标准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22日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治
理后实现“三基本”，即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
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
容。生态环境部日前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
在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重点不突出、治理成效评判
标准不科学、治理模式不精准、治理成效不稳固、保
障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
坚持3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因
地制宜选择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厂、相
对集中式或集中式处理等治理模式或模式组合，不搞
“一刀切”。二是经济适用，梯次推进。自下而上、
实事求是确定治理标准，合理选择技术工艺。突出重
点，分阶段对农村生活污水应管尽管、应治尽治、应
用尽用，逐步迭代升级，不搞“一窝蜂”。三是典型
引路，建管并重。注重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推进治
理。加强设施建设质量管理，建立管护机制，建一个
成一个，不搞“一阵风”。
　　这位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条件千差万别，指导意见明确治理成效评判基本
标准，即确保治理后实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
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
基本闻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本没有黑臭
水体、臭水沟、臭水坑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
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指导意见强调，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和技术。
对于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以及具备适宜环境消
纳能力的村庄，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模式。对
距离城镇较近且具备条件的村庄，可采取纳入城镇污
水管网/厂的治理模式。对人口集中或相对集中的村
庄，因地制宜采取相对集中式或者集中式处理模式。

攻略里“埋坑藏雷”
“玩命”打卡当休矣

□本报评论员 于哲

  近日，一男子按照“网红打卡攻略”进入南
京西站，不幸被高压电弧灼伤。这是一起本不该
发生的悲剧，事件的责任认定还有待相关方面调
查，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近年来，“打卡式旅游”已成为一种新时尚，不
少网友热衷于在平台上分享交流各类旅游感受。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习惯在出行前先搜
索攻略、做足功课。而部分博主为了博取眼球、吸
引流量，则争相挖掘“冷门秘境”，将许多缺乏安全
保障的偏僻景点推荐给众多网友。打开网络不难
看到，凡是有风景的地方，无论危险与否，不管有
无禁令，纷纷被挂上“免费极限穿越路线”“小众宝
藏景区”“探索城市神秘建筑”等名头，精修配滤镜
的“绝美大片”再加上花里胡哨的营销文案，很容
易吸引人们去寻求新鲜刺激。
  而在现实中，此类“小众”“出片”的“网
红打卡地”多数并非正常旅游景区，有的根本不
适合没有野外求生经验的普通旅行者，有的则缺
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甚至根本没有对外开
放，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打卡攻略”里
看似是“景”，实则是“坑”。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方面，发布此类“打
卡攻略”的博主们应该明白，通过社交媒体发
布、推荐此类信息，在明知危险却故意引导他人
前往，甚至诱导游客违反景区规定翻越护栏等保
护措施、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不仅违反社会道
德，结合具体情形甚至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媒体平台，也应承担起对此类内
容的监督责任，对于危险的行为应该进行安全提
示和内容审核，对明显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内容应
及时删除。
  在社交网络时代，丰富多样、个性鲜明的旅
行“打卡攻略”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多元的参考
与选择。但大家必须牢记，网络信息真真假假、
鱼龙混杂，要注意仔细甄别，特别是野外出行，
更要具备相应的安全常识和求生技能，理性谨慎
前往，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的原则。

  近日，一男子按照“网红打卡攻略”
进入南京西站，不幸被高压电弧灼伤。针
对一些“不靠谱打卡攻略”，多地政府部
门曾发布警示称，一些所谓“网红打卡
点”并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有律
师表示，若游客明知其目的地不属于景区
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则其行为属于“自
甘风险”情形，发生意外不得要求其他主
体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

我国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广告全面取消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治理电视“套娃”收
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23年底，经过
四个多月的推进，第一阶段工作实现“开机看直
播、收费包压减50%、提升消费透明度”的目标。
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广告全面取消，开机时长从
治理前的最多118秒减少到不超过35秒。
　　这是记者23日从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
复杂工作阶段性总结部署推进会上获悉的。会议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
游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单位召开，通
报了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第一阶段工
作进展情况和成效。
　　在压减收费包方面，据悉，各类收费包大幅压
减50%以上，其中有线电视压减72%，IPTV压减
79%，互联网电视压减55%，单个终端由治理前最

高的86个收费包压减到现在每个终端都不多于6个
收费包。对页面、导航、收费、应用等方面进行了
清晰化、醒目化、透明化升级，收费免费内容都有
显著标识。
　　据介绍，有线电视、IPTV和互联网电视都加
强了优质免费内容供给。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上线的
“重温经典”免费专区，两个月时间累计点击收看
达2365万人次，累计收看时长达1078万小时。
　　根据会议部署，2024年治理工作要推动逐步实
现一个遥控器看电视。对于存量遥控器，通过广泛宣
传或上门服务帮助观众使用红外遥控器学习功能，
初步实现“一个遥控器看直播”；对于增量遥控器，通
过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研发推出新型遥控器，实现
一个遥控器看电视的目标。此外，也将开展酒店电视
操作复杂专项治理，积极推进电视机机顶盒一体化。

2023年饲料中豆粕占比下降到13%

2023年我国农食产品进口再度扩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近年来，我国积极
推动优质农食产品的准入和进口。2023年，海关新
增准许51个国家和地区146种次优质农食产品输
华，不断满足国内消费多元化需求和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这是记者23日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2023年，全国海关积极稳妥推进检疫准
入，其中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农食产品准
入协议84份，农食产品机制类合作协议12份。
　　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过去的一年，通过疏通
“滞”的堵点、化解“瞒”的风险、遏制“逃”的行径、整

治“骗”的行为、防控“害”的输入，国门安全防线更加
牢固。全年海关税收入库2.21万亿元；立案侦办走私
犯罪案件4959起，案值886.1亿元；检出新冠、猴痘、霍
乱等各类传染病49种、3.1万例；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7.5万种次，截获“异宠”296种、4.4万只。
　　面对2024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该负责人表
示，全国海关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落实各项减税降
税政策措施，促进并规范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
贸易发展；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国际合作，优化完善农
食产品检疫准入程序；严厉打击非法引进外来物种
行为；加强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准入管理等。

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有率升至25.1%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2023年我国农业重点
领域科技攻关取得突破，创制了一批重大新产品、
新技术、新装备。其中，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
有率提升到25.1%，为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主可控
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中国农业科学院2024年
工作会议了解到的。
　　据了解，202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取得
新进展，新增国家审定农作物新品种88个、省级审
定农作物新品种82个、家畜新品种（系）1个。自
主培育的华西牛新品种近三年市场推广占比达
17.8%，中新、中畜白羽肉鸭等市场占有率总和达
40%，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
孔明表示，当前，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与此同
时，我国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关键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迫切
需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强化使命担当，加大科技攻
关力度，强化科技支撑能力，提升科技服务水平。
　　据悉，202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将采取一系列措
施加强畜禽等种业发展。科研人员将加强农作物和
畜禽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和利用，做好农业
微生物优异菌株的筛选、保藏和评价，强化应用导
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提升生猪等畜禽种源
市场竞争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
划司司长陈邦勋2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通过
推动养殖生产过程“省吃俭用”，2023年，饲料配
方中豆粕的占比下降到13%，比2022年下降1.5个百
分点，按全年饲料消耗量测算，相当于减少了900
万吨左右大豆消耗。
　　豆粕是饲料蛋白的重要来源。近年来，随着畜
禽饲养量增加，饲用豆粕消费持续增加，成为拉动
大豆进口的重要因素之一。2023年，我国大豆进口

量为9941万吨，比上年增长11.4%。2023年，农业农
村部启动实施了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引导
饲料养殖行业科学用料，减少豆粕用量。
　　陈邦勋说，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是科学可行的。
饲用豆粕减量既要“节流”，也要“开源”。除了
豆粕之外，还有粮食加工副产品、微生物蛋白等多
种资源，都可以挖掘利用作为饲料。要把这些资源
充分利用起来，同时想方设法增加优质饲草供应，
推进牛羊养殖“以草代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