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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者
顾天成）增加新研究证据、更新流感防控
有关政策和措施、更新2023至2024年
度国内上市使用的流感疫苗种类与接种
建议……记者6日从中国疾控中心获
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已发布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3—2024）》，为更好地指导我国流
感预防控制和疫苗使用工作作出指引。

新版指南明确，建议所有≥6月龄且
无接种禁忌的人都应接种流感疫苗。优
先推荐包括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人群、6至
59月龄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
等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

根据指南，在接种剂次方面，对于流
感病毒灭活疫苗，建议6月龄至8岁儿童，
如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时，
应接种2剂次，间隔≥4周；2022至2023
年度或以前接种过1剂次或以上流感疫
苗，则接种1剂次；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
无论是否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
剂次。对于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是
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接种1剂次。

中疾控发布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6日发布通报称，对知网
（CNKI）依法作出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
政处罚的决定，责令停止违法处理个人信
息行为，并处人民币5000万元罚款。

通报表示，根据网络安全审查结论
及发现的问题和移送的线索，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知网（CNKI）涉嫌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知网（CNKI）主要运营主体为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同方知
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
司三家公司，其运营的手机知网、知网

阅读等14款App存在违反必要原则
收集个人信息、未经同意收集个人信
息、未公开或未明示收集使用规则、未提
供账号注销功能、在用户注销账号后未
及时删除用户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

9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综合考虑知网
（CNKI）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性
质、后果、持续时间，特别是网络安全审
查情况等因素，对知网（CNKI）依法作
出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的决定，
责令停止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并处
人民币5000万元罚款。

国家网信办对知网作出处罚决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罚款5000万元

暑期临近尾声，2023 年第三届
“酉阳，我们的美好生活”大学生返家
乡乡村振兴社会实践活动也落下帷
幕。从2020年起，该活动已连续举办
了三届。区别往届，本届活动围绕生
态、乡村、文旅三张牌，组织动员了近
千名酉阳籍青年学子扎根39个乡镇
（街道），通过实施“乡村好青年”行动
计划开展了包括东营—酉阳交流研
学、村容村貌整治和共富乡村建设等
一系列特色活动，以青年力量在助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力书写“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打好乡村牌
凝聚返乡青年力量助

力共富乡村

作为全国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之一和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县，酉阳正持续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
路径。2021年起，酉阳在花田乡何家
岩村启动“共富乡村”建设试点，开始
探索通过农民组织化、乡村业态化，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路径。为了响应
县委、县政府对酉阳持续进行“共富乡
村”建设的任务目标，同年，团酉阳县
委围绕“酉阳800”公用品牌旗下的特
色农产品开展了“青耘重庆”直播助农
活动，以青年电商力量助力共富乡村
建设，目前已随着“酉阳，我们的美好
生活”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了三届。

据了解，本届“青耘重庆”直播助
农活动在天馆乡和涂市镇顺利开展。
活动现场，由团酉阳县委干部、县消防
救援大队消防员、西部计划志愿者、返
家乡青年学子共同参与直播推介，“酉
阳800”品牌旗下的“酉阳油茶”、护肤
品“花田茶素”、蜂蜜、腊肉等农产品在
直播中陆续亮相，收获众多关注。

“青耘重庆”直播助农活动是本届

社会实践活动中团酉阳县委凝聚青年
力量助力“三农”工作的特别尝试，也
是新形势下帮助农民致富增收的有效
补充和延伸。在此基础上，团酉阳县
委还组织了青年志愿者们走访15个

“酉阳800”共富乡村体验活动地点、
11个“酉阳800”直供基地，参观酉阳
茶油标准化直供基地建设情况，深度
体验和了解家乡“酉阳800”品牌体系
下的产业一体化建设情况，并一一写
下心得和体验，进一步增强志愿者们
返乡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的热情和信
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凝聚青春力
量助力共富乡村建设的重要活动之
一，“酉阳，我们的美好生活”持续不
断为家乡的乡村建设注入返乡青春力
量，并自第一届开始就结出了硕果。

作为共富乡村建设的创新人才模
式，“乡村职业经理人”通过设立“一村
一经理人”的模式发挥组织建设带头
作用，成为了酉阳如今建强人才支撑、

提升共富业态、深化基层治理、发展村
集体经济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

花田乡何家岩村共富乡村职业经
理人何权艳就是第一届“酉阳，我们的
美好生活”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在团酉阳
县委的组织带领下，我深刻认识到青年
力量对助力家乡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于是便在毕业后响应号召回到家乡协
助开展共富乡村建设。”何权艳表示。

如今，还有越来越多青年在参与
活动后留下返乡的意向，共富乡村建
设这辆“列车”如今已涌入了越来越多
的新鲜血液。

打好文旅牌
携手东营开展文旅融

合研学交流

“在东营利津县的智联农创工厂，
我们体验了建立在盐碱地上的山东果

蔬工厂对助力产业振兴的坚守和巧
思；在酉阳县花田乡里，我们为酉阳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而播种下的丰富经验
赞叹和欣喜……”前不久，由团酉阳县
委与团东营市委联合举办的东营—酉
阳大学生社会实践交流研学活动落下
帷幕，10余位来自东营和酉阳的大学
生在活动结束后互相交流，留下深切
炽热的感受。

为深化东西部协作，增进东营和
酉阳两地青年深入交流，助力乡村振
兴，7月11日，共青团酉阳县委、共青
团东营市委联合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
交流研学活动。

活动共开展15天。期间，东营市
10名大学生到访酉阳县何家岩村、龚
滩古镇、河湾山寨、涂市镇地灵村等
地，调研酉阳农文旅产业发展、开展红
色研学，利用社会实践活动的机遇增
进鲁渝情谊，也让两地学子通过实地
体验了解了当地特色旅游地的文旅融
合发展之路。

此外，在东营——酉阳社会实践
交流活动的带动下，酉阳还积极对接
市内外高校“三下乡”队伍30余支，打
造特色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4个，融
合“返家乡”“三下乡”等交流队伍开展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2000余场次，累
计服务2万余人次，为鲁渝协作和乡
村振兴注入青春新动能。

“本届‘酉阳，我们的美好生活’以
共富乡村建设为引，选拔了20名酉阳
籍优秀大学生组成返乡大学生管理小
组，通过‘志愿山城’小程序注册成立
志愿服务队，以数字化赋能社会实
践。”团酉阳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届活动充分展示了青年返乡志愿者们
的青春力量，将为之后团县委组织青
年继续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的系列
任务提供更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打好生态牌
酉小青志愿队助力人

居环境建设

活动开展后，总能看见一簇簇亮
丽的“蓝色”穿梭在酉阳县大大小小的
乡镇、河流和树林间。上万次弯腰清
洁、脚踩泥泞，只为换来焕然一新的人
居环境，他们以青春的力量守护着家
乡的每处洁净——他们就是在青年乡
村建设活动中身着蓝色志愿服的“酉
小青”志愿者们。

在团酉阳县委的组织动员下，社
会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深入贯彻以党
建带团建，全力响应酉阳县委、县政府
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统筹推进
以青年力量助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的实践目标，组织青年们
就每个乡镇当前的生态环境和乡村人
居环境情况广泛投入到基层环境治理
实践中，在酉阳县的每处河畔、树林和
街道中均能看见他们低头弯腰拾捡垃
圾、清理污迹的身影。

除了身体力行地帮助乡村更为整
洁绿色，志愿者们还积极思考如何助
力乡村村民们进一步深化生态保护意
识，护佑家乡一方绿色。在宜居乡，志
愿者们扎根一线，在乡镇集市上向村
民们宣传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
态保护试验区建设的相关信息；在楠
木乡，志愿者们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变
废为宝，将一些废品变成精美的手工
制作；在天馆乡，志愿者在便民服务中
心协助村干部进行储林信息的管理登
记，为完善乡镇森林资源储备体系贡
献自己的力量……

据统计，活动期间累计开展生态
环保志愿活动500次，开展理论宣讲
200余场。以青年力量带动乡村全年
龄段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和生态保护成
为了本次“酉阳蓝”青年志愿者们为家
乡书写的亮眼答卷。

刘玉珮 庞佳琦 马菱涔

图片由团酉阳县委提供

打好乡村、文旅、生态三张牌

酉阳 青春建功助力乡村振兴

主办：重庆日报 共青团重庆市委

·酉阳篇新重庆
青春建功青春建功

何家岩村共富乡村体验活动

“青耘重庆”直播助农活动

9月2日，南川区兴隆镇金禾村，村民在晾晒稻谷。
初秋时节，该区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陆续进入收割期。连日来，天气晴好，该区

各乡镇村民抓住晴好天气晾晒收获的水稻、玉米、辣椒等农作物，家家户户忙晒
“秋”，山乡田野、农家小院到处是“丰景”图画。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南川 山乡晒秋“丰景”画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
者 赵文君）记者6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农业农村
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农作物种子认
证工作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国家
统一推行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正
式建立。

实施意见确定了农作物种子认证
“统一管理、共同规范、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的工作原则，明确了市场监管总

局和农业农村部在相关工作中的职责
分工；明确了农作物种子认证机构的
资质条件、审批程序和行为规范要求；
制定了农作物种子认证推广应用的有
关措施，鼓励种子企业获得认证；规定
了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对农

作物种子认证工作的监督管理措施。
据介绍，种子认证是以高质量种

子为目标、强调过程管理的标准化质
量保证体系，是体现企业质量管理水
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通行的种子
质量管理模式，被誉为好种子的“信用

证”、种子企业的“体检证”、国际贸易
的“通行证”。实施农作物种子认证，
不仅有利于提升种子质量和种子企业
质量管理水平，而且可以提升我国种
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推动我国种子“走
出去”意义重大。

我国建立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

□本报记者 苏畅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23年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公示公
告，全国共有100个申报单位拟纳入
创建名单，其中重庆永川区、石柱县、
巴南区、丰都县上榜。

它们为何入选，准备如何创建，又
有哪些重点任务？9月6日，带着这些
问题，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级相关
部门。

产业特色成为入围“资本”

重庆那么多区县，为何这4地能
上榜？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其分布比较均匀，且都有比较鲜
明的产业特色，这成为其入围的重要

‘资本’。”
记者梳理发现，巴南、永川、丰都、

石柱分别位于重庆中心城区、渝西地
区、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有助于通过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周边地区乡村全
面振兴。

产业方面，巴南区是重庆中心城
区最大的农业区，粮油、果蔬、茶叶、渔
业等主导产业特色突出，是中心城区
最近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保
供基地。同时巴南区拥有丰盛古镇、
羊鹿山、云林天乡等国家4A级景区，
是中心城区市民的休闲观光农业旅游
目的地。

永川区在稳定粮油产量的同时，
打造了茶叶、食用菌和名优水果3大
特色产业。该区茶叶产业总产值位居
重庆第一，食用菌种植规模占全市
70%，是重庆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同时建成了黄瓜山优质早熟梨、长江

北岸沿线晚熟龙眼、临江圣水河沿线
晚熟柑橘3个产业带。

丰都县则将重心聚焦在养殖产业
及加工业发展上，其肉牛存栏、出栏量
均居全市第一，家禽出栏量位于全市
第五，已建成投产恒都进口牛肉精深
加工厂、温式肉鸡屠宰加工厂、富利麻
辣鸡加工厂、丰都麻辣鸡加工产业园
等，全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70亿
元。

石柱县较为出名的是“三色”产
业，包括“以黄连为代表的中药材、以
莼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以辣椒为代
表的调味品”。目前，石柱黄连已获得
国家道地药材认证、优质黄连示范种
植基地等称号，建成全国唯一的黄连
专业交易市场，石柱辣椒被评为“全国
十大名椒”，该县还成功创建“国家有
机莼菜认证示范区”。

创建目标任务直指2025年

入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创建
任务仍十分繁重。针对2025年完成
创建工作的目标，4个区县分别细化了
创建任务。

巴南区提出打造重庆主城战略应
急保供基地，确保63万余亩耕地数量
不减，质量提升，实施粮油单产提升攻
关示范行动，推进种植结构向高端发
展、粮食产业向优势区集中，重点推进
2万亩沿江河谷早菜区基地蔬菜设施
改造，推动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建设
成渝都市乡村旅游首选地。到2025
年，该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超过21万
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收入预计超
过69亿元。

永川区将打造以“永川秀芽”为龙
头以及绿茶、沱茶、红茶3大产品为支

撑的茶叶产业，主推秀珍菇、香菇、茶
树菇、双孢蘑菇4个品种，重点打造

“永川香珍”品牌，推动食用菌生产向
工厂化和产品深加工转型。同时，发
展南方早熟梨、晚熟龙眼荔枝、晚熟柑
橘等优势水果，发展以豆豉为主的调
味品加工基地以及相关酿造调味品
产业。到2025年，全区茶园面积达
到15万亩，经果面积达到26万亩，调
味品年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达到
10亿元。

丰都县将做强肉牛主导产业，
打造“中国肉牛之都”，同时打造“西
部鸡产业高地”以及“国家生猪调出
大县”。到 2025 年新增 500 头以上
标准化肉牛养殖场 2 个，肉牛存栏
量超过16万头、出栏量超过9万头，
蛋鸡存栏量超过 350 万羽，生猪存
栏量达到42万头、出栏量达到65万
头。

“我们将继续打响‘三色’产业名
片。”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
木本中药材、黄连道地药材标准化基
地建设，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推广绿
色蔬菜标准化生产。同时，延伸“三
色”产业链条，打造中药材深加工产
业集群、绿色果蔬产业集群、调味品
产业集群，拓展农文旅融合业态。到
2025年，该县的黄连种植面积要稳定
在7万亩以上，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
30万亩，辣椒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在
7万亩以上，莼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6
万亩以上，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3万
亩。

聚焦优势创建各有侧重

当然，创建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也不能千篇一律，而是应该继

续巩固拓展自身特色，在这方面4个
区县又有何打算呢？

“我们将依托首批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两大
优势，打造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标杆区
和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示范区，形成工
农互促、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并瞄准智慧农业、农村电
商提档升级、农业农村大数据深化利
用等方向，挖掘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
动力潜力。”巴南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
表示。

坐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永川，
则将下大功夫培育茶叶、食用菌、特
色经果、调味品等农业主导产业，打
造成渝地区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
区，并通过一二三产业联动，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率先建立起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与此同时，
该区还将利用其西部职教基地的人
才聚集优势，构建多层次的乡村振兴
人才队伍。

“鬼城”丰都将围绕“世界鬼城”打
造国际文化IP，推进名山文化创意产
业园、名山沿江历史文化旅游线、龙河
峡谷生态旅游线、南天湖高山度假旅
游线建设，创建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
区。数字化方面，则将推进丰都“有牛
网”数字化示范服务站、共享农庄智慧
化等项目建设，打造西南地区数字农
业发展示范高地。

石柱县将立足少数民族自治县和
武陵山区民族集聚特色背景，推动民
族特色产业发展，将大健康发展理念
融入农业农村发展之中，以粮油、中药
材、果树、调味品等产业为切入点，推
动绿色生态农产品、康养食品加工、康
养旅游产业发展，打造成渝地区康养
经济新标杆。

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公示

重庆4个入选区县将如何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