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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大食物观”爱惜每一粒粮食
——我市做好2023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我市规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标准

114个项目价格进行调整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粮食产后损失最大环节是什么？”主持
人念出题目，一位大爷指着备选答案中的“B
农户储粮”，主持人把正确答案上的遮挡纸
撕掉，果然是“B”，大爷乐呵呵地领走了主办
方准备的礼品。当主持人念出“我国年浪费
的粮食可养活多少人”的正确答案“2亿”时，
让在场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昨天我市在红桥区举办“2023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上市民参与互动的环节。
昨天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定的第

43个世界粮食日，本周也是第33个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践行大食物
观 保障粮食安全”。
“‘大食物观’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现实需求，通过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增加食物总量，牢牢端稳‘中国饭
碗’。天津践行‘大食物观’，就是要着力
构建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常态长效机制，倡
导营造爱粮节粮、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风
尚。”参加活动的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
组书记、局长韩学武介绍。

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天津食品集团总
经理助理、利达粮油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戈立新在启动仪式上向全市粮食行业企业
和广大消费者发出爱粮节粮倡议：“节约粮
食，减少浪费，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
起、从小事做起，种植、储存、加工、运输各环
节充分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新工艺
降低损耗，在消费方面厉行节约、按需取用，
共同为守护‘中国饭碗’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动中，6名天津男排队员受聘为“爱惜粮食
宣传大使”，宣传大使向广大市民介绍“在这
个地球上，每天还有8亿多人在挨饿，5亿儿
童食品不足”，倡导大家爱惜每一粒粮食、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共创节约型社会。
“我平时从来不浪费一粒粮食，组织

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节粮爱粮，真的很有
必要。”从内蒙古退休回津的72岁大爷刘
志方对记者说。

这个宣传周内，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
联合市农业农村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妇
联，共同开展先进典型推广及粮食生产、收
购、储存、加工、消费全链条、各环节节粮减
损创新做法宣传活动，通过作品征集、科普
宣传、浪费现象随手拍、粮食安全微课堂等
方式，营造多元膳食、健康饮食的浓厚氛
围。全市各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中小学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将陆续开展主题展览、
实景参观、劳动体验等特色宣教活动。

■ 本报记者 姜凝

昨日是第43个世界粮食日，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同步开启。天津农学
院启动“思源·珍惜粮食我示范”世界粮
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
校工会、校团委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师
生代表纷纷在主题签名墙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作为农业

高校的师生，要形成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争做爱
粮节粮的倡导者、践行者。”活动现场，一
堂以粮食为主题的特色思政课开讲，该校
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水稻领域科技专家
赵飞副教授向师生讲述“一粒米”背后的

故事。在现场，同学们还参观了由师生制
作的种艺画作品展览。特色农产品、农民
耕种场景、稻下乘凉梦……一幅幅多彩的
图画传递着师生对农民的敬意和对食物的
珍惜之情。
“通过这堂特色思政课，我们了解到粮

食生产的不易和劳动的艰辛，更加懂得了
爱粮节粮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种形式，
而应当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共同行
动。作为农业高校的学生，我们要同心守
护‘中国粮仓’，端牢‘中国饭碗’。”天津农
学院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2021级学
生尤姝媛说。

天津农学院启动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

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践行者

连日来，津南区

小站镇近1.4万亩小

站稻进入集中收割

期。小站稻会馆种植

核心区，会馆村村民

正在收割620亩金稻

“919”小站稻，预计总

产量在 70万斤左

右。收割机轰鸣运

作，到处都是喜人的

丰收景象。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杨青 摄

昨日，天津农学院开展“思源·珍惜

粮食我示范”活动。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陈卫东 摄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北京、天津、河
北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昨日在河
北省雄安新区共同签署《京津冀工伤职工
劳动能力委托（受托）鉴定暨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雄安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明确在工伤职工劳动
能力初次鉴定相互委托、支持雄安新区劳
动能力鉴定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等方
面开展合作。

按照《协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参保

缴费在京津冀其中一地，职工工伤事故伤
害发生在京津冀其中另一地的，为提高劳
动能力鉴定服务水平、减轻企业或职工负
担，参保地接收鉴定申请的劳动能力鉴定
负责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委托事故伤害
发生地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就
涉及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生活自
理障碍程度）初次鉴定事项（按照受托地
当地政策规定）协助进行现场鉴定。

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劳动能

力鉴定工作方面，按照《协议》，雄安新区可共享
京津冀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在组织劳动能力
鉴定过程中如遇伤情复杂的疑难案件，可以商
请京津冀三地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帮助研判。

同时，雄安新区可参与京津冀三地劳动能
力鉴定案例分析；建立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劳动
能力鉴定案例分析会制度；三地将积极组织雄
安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培训工作；雄安新区劳动
能力鉴定部门也可选派业务工作人员到京津
冀三地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观摩学习。

京津冀签署合作协议 深化工伤保险工作合作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将实现相互委托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人社局
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充分
发挥失业保险助企扩岗作用。
《通知》明确，享受条件为：招用2023

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
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签订劳动合
同，并为其缴纳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费1个月以上的我市参保企业，可申请享
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劳务派遣单位暂不
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其中，2023届高校毕业生，是指毕业
时间为2023年1月至12月，取得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证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

是指2021年7月和2022年7月后，我市教
育部门移交的实名制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数据信息中的人员，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比对下发的高校毕业生数据信息中
的人员。

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是指在
我市进行失业登记，2023年失业登记处于
有效状态，后被企业招用参保，且招用时年
龄在16岁至24岁（年龄计算到月）的人员。

补助标准为每招用一名人员，一次性
给予企业1000元补助。

同一人员不论身份是否变更，参保企
业是否变更，其身份信息只能用于享受1次
一次性扩岗补助，不得跨年度、跨地区、跨
企业重复享受；已经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政策的，不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实施“免申即享”和

企业申报经办模式。
市社保中心按月将参保人员信息与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省内部业务协同平台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核验接口”、我市
教育部门移交的实名制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名单以及登记失业信息进行比对，确认人员
身份符合政策享受条件的，经企业确认并公
示合格后，将一次性扩岗补助拨付企业。

企业也可于2023年12月31日（含）前，
填写《天津市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表》，向参
保所在地社保分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招用
人员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复印件，或通
过天津人社网厅提出申请。

招用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登记失业16岁至24岁青年 企业可获扩岗补助

每招用一人一次性给予1000元补助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一直住得好好的，忽然周边地面塌陷
了；自家或邻家管道破裂，屋子和家具都被泡了；暴雨导致房屋
被淹……遇到这样的无妄之灾，只能自认倒霉吗？答案可以是
否定的。昨天，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监督下，天
津首款专属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津门惠家保”上线。新险
种旨在通过打造民生领域普惠金融新模式。这也是我市保险业
助力城市治理、维系社会安全的又一创新探索。

与市面上的家财险相比，“津门惠家保”有何独特之处？首
先，这是首款政府指导的普惠型产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
津监管局指导保险行业协会，组织12家财产保险公司结合天津
实际，围绕家庭常见风险，共同开发推出。其次，在承保形式上，
由12家保险公司按照统一标准以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为原则，
组建共保体共同承保。最后，“津门惠家保”具有“缴费低、保额
高”“保障全、覆盖广”“服务多、售后佳”等特性。

为满足不同居民的保障要求，“津门惠家保”根据保额和保
障类型不同，分为低、中、高三档产品方案。三档产品均包括火
灾、爆炸（包含燃气原因）及因雷击、台风、暴风、暴雨、地面突然
下陷等自然灾害导致的家庭财产损失；室内或邻居家及公共区
域管道破裂及水渍造成室内财产损失等，都是百姓安居乐业最
关切的重要风险点。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要求，“津门惠家保”
共保体要建立“保险+科技+服务”的风险管理模式。在理赔上
按照“应赔尽赔”“早赔快赔”的原则，切实做到简化手续，让百
姓更省心。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人社局
日前发布《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标
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
支付标准进行规范调整。
《通知》规范调整了公立医疗机构114项超声诊断类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规范项目名称、项目内涵等内容，废止41项现行相
关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同步调整《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诊疗
项目目录暨服务设施标准》，废止34项现行相关医疗服务项目
医保支付标准，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支付标准按照调整后
的规定执行。

记者查询发现，废止原超声检查项目价格包括B超胸部
每次45元（应含肺、胸腔、纵膈）、经颅多普勒每次120元、搭
桥术后桥血管超声侧血流量每次480元等41项；废止原超声
检查项目医保支付标准包括ABD超声检查、B超导向穿刺等
34项。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链条化数字云服务

北方首个华为开发者创新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王睿）日前，“2023华为云城市峰会·天津”在
中新天津生态城举办。峰会上，北方首个华为开发者创新中心
揭牌，通过打造“开发者生态赋能平台”“国家级转型试点平台”
“人才培养示范平台”“生态运营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链条化的数字云服务。

作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和世界智能大会永久
展示基地，生态城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一
批智能科技企业纷至沓来。其中，华为深耕数字化领域，
2018年在生态城落户“两云一中心”（“软件开发云”“城市云”
和华为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我市生物医
药、装备制造、动漫影视等企业及高校600余家，带动大批企
业“上云”转型。

在现场，华为云联合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
搭建的天津市中小企业“数资”平台同步揭牌。该平台可为
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给予智能化转型技术、经验、资源、资
金等多方面支持。华为公司副总裁、华为云中国区总裁张
修征表示：“华为云携手产业链优秀合作伙伴加快数智化深
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产业集群，为天津高质量发
展注入活力。”

我市首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技能竞赛落幕

20名选手代表我市参加全国决赛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通讯员 李翔 记者 张磊）记者从
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前，由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市道路运输协会共同举办的天津市第一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技能竞赛暨全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安全应急能
力竞赛天津市预赛举行。全市25户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的
100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经过两天的角逐，获得竞赛各工种
一、二等奖的20名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11月在浙江宁波举办的
全国决赛。
“技能竞赛分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驾驶员、危货企业动

态监控人员、危货企业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人员3个工种。
比赛由理论知识测试和现场操作两部分组成，涵盖危险货物
危险特性、车辆及罐体安全操作管理、事故报警流程等14个
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应急处置的关键环节。”市道路运输协会
会长高文说。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3年10月16日，我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件15248件，其中：滨海新区2818件，和
平区452件，河东区874件，河西区869件，南开区
1000件，河北区679件，红桥区360件，东丽区777
件，西青区921件，津南区982件，北辰区1083件，
武清区922件，宝坻区989件，宁河区666件，静海
区1016件，蓟州区785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
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
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
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
《天津日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
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获悉，由
津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首套国产深水钢
悬链线立管（SCR）全自动焊接设备完成
海试，具备工程项目应用条件。这标志着
我国SCR全自动焊接设备自主研发制造
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SCR是海底油气从水下输送到浮式
生产平台的关键通道，也是深水油气田开
发的“咽喉”设施。它由一条条特制钢管焊
接而成，矗立于复杂多变的深海中，因为要
在涌浪等极端海况持续冲击下安全工作
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对焊接技术要求
极为苛刻。据了解，全自动焊接具有焊接
效率高、焊接质量好等优势，成为SCR焊
接装备技术攻关的前沿方向。

为此，海油工程联合国内设备厂家，启
动SCR全自动焊接设备研制工作，开展了
上百次焊接实验，使设备性能和焊接质量
达到国际行业标准，为海上测试奠定了坚
实基础。按照计划，海油工程以关键装备
自主化推动国内SCR铺设质量效率提升，
为加快我国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提供装
备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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