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疆和田市和田地毯有限公司地
毯编织车间里，记者看到，海尼沙汗·
萨迪尔和工友正在编织地毯。海尼沙
汗·萨迪尔家是当地的扶贫对象，家中
仅有一亩九分地，每年产出仅够 3 口之
家糊口。2014 年，她在公司接受了免费
地毯技能培训，如今已是公司的高级技
工，每月有二三千元的收入，家里生活
越过越好，还盖起了新房。

和田地毯有限公司的 400 多名员工
里，家庭贫困的有 350 多人,公司实行
计件工资，员工月平均工资在 2000 元
以上。多年来，公司坚持“公司+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订单、
合作等方式让贫困户参与到原料提供、
地毯编织环节中，已先后带动 18000 户
农户、贫困户从事织毯业，去年带动贫
困人口年均增收 3 万多元。

“企业扶贫从根本上激发了贫困地
区的发展活力。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
依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推动就业，增强
了扶贫对象的造血功能，从根本上实现
了脱贫致富。”新疆扶贫办党组书记、主
任赵国明说。

2014 年，新疆喀什天德立公司成立
了黑土鸡养殖合作社。家住喀什市疏附
县栏杆镇的贫困户阿不都热依木·斯坎

达尔以 6 元的价格向合作社买了 2000 只
鸡苗，还得到了饲养技术指导。鸡苗成
熟后，合作社以每只 60 元的价格回购土
鸡，去除成本，他有了 2 万元的收入，
他用这些钱盖起了新房，建起了鸡舍。

栏杆镇是当地贫困乡镇，喀什天德
立公司在栏杆镇境内开发的 3 万亩林果
业、养殖业基地，辐射到周围的 3 个乡镇、
6 个村，成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平台。

据悉，最近 10 年来，新疆投入财政
扶贫贴息资金 23237 万元，拉动贷款总
额近 110 亿元，发展了 236 家扶贫龙头
企业，培育多项优势特色产业，带动贫
困地区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产业发展体
系。2013 年至 2014 年，企业带动 21 万
人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实际收
入增加 14.4 亿元。

新疆：

龙 头 企 业 搭 建 致 富 金 桥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在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青 杉 路 一 家 名 为
“优直供”的社区微菜场内，记者看到，
小小的门店里陈列着大米、鸡蛋、红枣
和五谷杂粮等农副产品，品种齐全，价
格公道。服务员告诉记者，顾客都是周
围居民，只要在网上或来门店预订，就
能在约定时间到这里领取预定好的农副
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从基地当天采摘
的，质量也很有保证。

近年来，上海“互联网+菜篮子”新
模式不断涌现，截至今年 5 月 20 日，全
市已有 122家社区“微菜场”。

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海“互联网+菜篮子”新模式有运营模式
多样化、满足需求多样化、服务水平精
细化的特点。“微菜场”既有传统标准化
菜市场与线上市场的结合，也有批发市
场打造生鲜电商基地模式，还有基于社

区、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模式。“‘微菜
场’提供多样化的生鲜食品和服务，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打破了标准
化菜市场的传统经营方式，结合互联网
和电子商务的创新融合，提供社区配送
上门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吴新宝
说。据他介绍，上海商务部门还将继续
为企业做好服务，创造条件推进“互联
网+菜篮子”模式与社区对接，推进“微

菜场”的建设，同时搭建交流平台，鼓
励企业相互学习、共同探索，让处在供
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可以通过政府搭建
的交流平台寻求合作机会。

此 外 ， 上 海 还 将 研 究 制 定 优 惠 政
策，鼓励和支持新模式企业发挥优势、
做大做强。加大具有带动、示范作用企
业的物流配送支持力度，培育和拓展食
用农产品产业链一体化配送能力，并建
立起长远发展机制。同时，充分发挥政
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市区联动、部门协
同、政企携手，跟踪关注和协调解决企
业在创新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有利于新模式
长远发展的氛围，促进创新型企业找到
最适合的商业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满
足居民多样化的日常消费需求。

上海：

“ 微 菜 场 ”便 民 又 利 民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就在 7 月 26 日湖北荆州安良商场
电梯事故发生前几天，我国首部 《电梯
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国家标准发
布，并将于明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而在此前的 3 月，质检总局已经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电梯安全大会战。由
于 我 国 电 梯 使 用 量 大 ， 且 超 龄 运 行
电梯多，电梯的安全问题凸显。

基数大，风险高

作为人们接触和使用最频繁的特种
设备，我国电梯生产量、保有量、年增
长量均为世界第一。基数大，安全风险
发生率就高，因此必须引起格外重视。

质检总局目前已对电梯安全大会战
的阶段性目标作出详细部署。从其采取
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质检部门已经
充分注意到电梯存在的风险。而随着电
梯使用量的增长，电梯风险指数在增
加，质检部门力图通过电梯安全大会战
的形式，全面掌握在用电梯安全状况，
推动无物管、无维保、无维修资金的

“三无电梯”以及老旧电梯的更新改
造，避免事故隐患和风险。

7 月 28 日，质检总局发布了全国电
梯安全监管大会战工作情况。截至 6 月
底，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梯使用和维护保养
单位自查电梯近 236.9 万台，发现存在
隐患的电梯 11.1 万多台。发现存在隐患
的电梯中，已整改 7.9 万多台，主动停
用 5697 台，尚未整改但采取监护措施
的 2.6 万多台。制造单位跟踪调查上报
存在问题的电梯 3890 台，已检查确认
存在问题的电梯 2617 台。针对这些问
题，质检总局已部署使用和维护保养单
位予以整改。

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提醒，当前正
值暑期旅游出行和购物娱乐高峰期，车
站、商场、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存在大客流、
满负荷、长周期运行的情况，安全压力
较大，同时要求，各地应结合电梯安全
监管大会战，督促电梯使用、维保单位
对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立即开展针对
性安全检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荆州电梯事故发生后，国家质检总
局特种设备局发布了 《关于立即开展自
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安全检查的紧急通

知》，督促使用、维保单位立即开展针
对性安全检查，制造单位对检修盖板和
楼层板的设计制造进行分析，各地质监
部门也加强了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

老龄化，隐患重

我国是电梯的最大使用市场，截至
2014 年底，全国电梯总量达到 360 万
台，其中上海 19 万台、北京 18 万台，
电梯总量位列世界城市前两名。

据统计，我国在用电梯中，2003
年以前生产的电梯约为 30 万台，随着
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电梯进入“老
龄化”，安全风险不断加大。2014 年，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对北京、上海、广
州、沈阳、重庆等部分电梯较多城市近
3000 台老旧电梯进行安全状况抽查，
全部项目均合格的仅占 32%，而 68%的
电梯存在安全问题，其中 7%的老旧电
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主要问题是部件
老化、磨损严重等，特别是部分电梯平
衡系统、超载保护装置等重要安全指标
和部件不符合规范标准要求，安全隐患
严重。

对于电梯的报废标准，由于受设计
制造、安装、维护保养和使用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电梯整机的使用寿命存在很
大差异，难以制订电梯整机的判废标
准。因此，质检总局通过制订电梯主要
部件报废技术条件，进行报废与否的判
定，再决定电梯整机是否需要报废，是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可行途径，兼顾
了经济性和科学性。

由于电梯的所有权、使用权、物业
管理权、技术管理权分属不同主体，这
样的格局容易造成安全责任不明确。以
荆州事故电梯为例，其制造单位是江苏
苏州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单

位、维修保养单位均为湖北德富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检验机构是湖北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研究院。

近期事故多发，社会上强制推行电
梯责任险的呼声渐强。电梯责任险是指
被保险人所拥有或管理的电梯 （包括电
梯、液压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
道） 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
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由保险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目前国内电梯责任保险的保费，依
赔 偿 标 准 不 同 ， 每 年 每 部 500 元 至
1500 元不等，承保时要求被保险人根
据相关规定定期申请对电梯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目前已在新
疆、江苏、山东等省份及部分地级市质
监局牵头下进行全覆盖试点。

专家指出，推行电梯责任保险，是
创新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及时
妥善解决事故发生后的抢险救灾、受害
赔偿等问题，有效转移和化解安全责任
风险。由于电梯的安全性能将直接和费
率挂钩，强制推行电梯责任险，有利于
强化电梯使用单位的安全责任意识，促
进其提升电梯安全管理及使用的能力，
及时消除隐患、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欲安全，须保养

“三分产品，七分保养”，是业界对
电梯安全运营要求的共识，中国电梯行
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导致电梯安全隐
患的因素中，制造质量占 16%，安装占
24%，而保养和使用问题高达 60%。

对荆州事故过程分析认为，商场工
作人员在提前已发现问题后，没有作出
停梯维护的提示，事故发生时也没有采
取正确应急措施，及时按下紧急停止按
钮。这些都是这起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直接原因。
2014 年，全国共发生 48 起电梯事

故、死亡 36 人。其中，乘客违规使用
造成 21 起事故，占大多数。由于设备
原因造成的事故仅 8 起。违规使用表现
在：违规使用三角钥匙；对儿童监护不
力；乘客在箱体里等待救援时违规自
救，强行扒开轿厢等。由于设备本身造
成的事故原因则集中在制动器、扶梯驱
动链条发生失效等。

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
将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电梯安全施行监
管。目前，正在北京、南京、杭州、福
州、无锡等地开展试点。作为主管部
门，质检总局主要通过两方面来保障电
梯安全：一是依法实施市场准入，二是
实施监督检查。

目前，质检总局正在修改 《电梯制
造许可规则》，按照大型电梯企业的发
展方向，新规则将强调电梯企业的科技
研发和维保服务能力，促进维保企业连
锁化发展，从而提高电梯企业生产集中
度和国际竞争力。同时，质检总局还将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构建责任清
晰、权责一致、利益均衡的新型电梯产
业链，从而力争通过行政许可的手段，
促进电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专家同时提出，虽然最近几起电梯
安全事故造成较大影响，但整体看，近
年来电梯事故还是呈现了平稳下降态
势，保持了总体稳定。2014 年，万台
电梯死亡人数约为 0.11，接近发达国家
安全水平。

“今年下半年，质检总局将重点抽
查本轮风险大排查中发现隐患却未整改
的老旧电梯，尤其是‘三无’电梯。对
于无法及时整改的电梯将建立问题电梯
档案，提交地方政府挂牌督办，联合各
部门协商解决。”有关负责人说。

电梯安全:重在安检和保养
本报记者 韩 霁

近 段 时 间 以 来 ， 广 州 、

沈阳、荆州、梧州等地先后

发生多起电梯伤人事件，引

起公众对电梯安全的担忧和

关 注 —— 电 梯 事 故 为 何 多

发 ？ 这 些 恶 性 事 件 能 否 避

免 ？ 应 当 如 何 维 护 电 梯 安

全？《经济日报》 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8 月 1 日，消防官兵对“着火”客车进行灭火。

当日，为进一步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提高

应急救援水平，呼和浩特铁路局开展了重大安全事件

I级应急响应救援演练。 新华社记者 邵 琨摄

“门前水泥路，抬腿上公交”，这在山东省济宁市许
多乡村已不是梦想。到今年 6 月 30 日，山东省济宁市
投入城际公交车 262 辆，开通了济宁主城区至下辖 7
个县（市、区）的 14 条城际公交线路，惠及济宁市 650
万县乡及以下人口。

为解决边远农村群众出行难、办事难问题，2014
年，济宁市出台《推进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施细
则》，将开通城际公交线路列入为民所办的 10 件实事
之一。“到今年 6 月底，济宁市 98.6%的乡村道路实现
了更新、路面硬化。‘村村通’工程的实现，为加快城乡
统筹，实现城乡交通一体化提供了通车便利。”济宁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宋科介绍说。

为了体验城际公交的方便、快捷，记者花 4 块钱从
济宁坐上了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达了邹城市区。公
交沿途按站点停靠，在城区学校、社区、商贸区等人流
聚集地和沿途主要路口、村庄、集镇、厂矿等设有站点，
实现了城际公交与城区公交、道路客运的“零换乘”。
济宁交运集团董事长魏广锡介绍说，这些公交线路共
设置沿途停靠站点 490 个，仅今年就新建站亭 167 个、
新设站牌 235个，运营总里程 542.5公里。公交车确定
10 到 15 分钟一班的发车密度，从济宁只需三四块钱
即可直达目的地。同时，刷卡乘车还可以享受九折优
惠，60 到 70 岁的老年人半价、70 岁以上的老人则可以
免费乘坐。

公交车开通后，通往乡（镇）、村的城乡公交全面接
力向下延伸到边远农村。当地群众称此为“民生公交
接力线”。记者在邹城市公交车站看到，人们花一块钱
就可以乘坐新开通的 101 路公交车至 50 公里外的东
部山区镇城前镇。搭乘公交车的矬草屿村村民刘庆爱
告诉记者，自打乡村公交车开通后，她和村里的姐妹们
都是坐车去城里购物，“在村头就能坐上公交车，感觉
自己也变成城里人了。”

山东济宁：

公交连通城与乡
本报记者 瞿长福 通讯员 丁永宏 张发恒

应急演练提升救援水平

百变魔毯、充气夹板、速变袋子⋯⋯近日，北京
市石景山区西黄新村西里社区多了个红色的“大家
伙”，里面藏着许多个头小却能变身、还有大用处的
急救用品，这个大家伙因此被称作“急救亭”，苹果
园街道西山枫林、雍景四季等社区也陆续试点配备了
带有醒目红十字标志的急救亭。根据试点效果，急救
亭有望在全区各街道、社区等公共场所全面推广。

为让更多居民了解急救亭的功用，学会使用急救
用品，西黄新村西里还邀请石景山区红十字会的专业
人员，在社区内进行现场教学。

在专业人员手中，只有手掌大小的保温毯展开
后，变成了双人床，一面金、一面银的颜色设置，让
它具备了保温和求救的双重功能，遇到大雨还可以当
作雨披，甚至变身为帐篷。在现场居民看来，这个体
积小、作用大的急救用品简直就是个“百变魔毯”。

专业人员展示的一系列急救用品都让居民们惊奇
不已。充气夹板套在胳膊上的薄薄塑料袋，吹口气就
能膨胀起来，牢牢地固定住受伤的肢体，和医院里的
夹板一样；在手中揉一揉就能变成冰袋的速变袋子；
只有腰包大小却装有三角巾、绑带、剪刀、纱布、碘
酒等的急救包⋯⋯

“急救亭虽然刚刚设立，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
但是，一旦有意外发生，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初步
处置，心里觉得踏实了不少。”西黄新村西里社区居
民庄众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当然，要想让这些简便的急救用品真正发挥大用
处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人们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些物
品。为此，西黄新村西里社区邀请了专业机构对社区
工作人员与物业保安进行培训，并将定期组织急救应
急演练，让应急志愿者掌握更多的急救能力，也让社
区居民学会更多的急救知识。石景山区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工作人员将定期查看急救亭中
的急救物品，若有缺损、过期，会与区红十字会及时
联系，进行增补，保证不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除去社区，石景山区红十字会还在八大处公园、
游乐园等场所设置了 8 座急救亭。在附近没有医院的
旅游场所，游客出现小磕小碰就可以及时处理，骨折
脱臼也有专业志愿者进行先期有效处理。据介绍，在
这些地方，急救亭里的创可贴、速变袋子等物品补充
次数频繁，游客们都说，“小小急救亭非常实用。”

北京石景山：

急救亭小作用大
本报记者 牛 瑾 通讯员 王 进

▶ 近 日 ，在

安徽合肥市瑶海区

一商场内，质监部

门工作人员对商场

内的员工和市民进

行电梯安全知识宣

传讲解。

新 华 社 记 者
杜 宇摄

◀ 河北三河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工作人员日前在

三河市内一家商场

检查自动扶梯。

新 华 社 记 者
鲁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