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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娜娜 陈盛

华 实习生 陈欣怡）日前，县政协

主席叶信迪带领县住建局、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单位负责

人，深入灵溪镇专题督查消防安

全工作。县领导丁振俊、杨德选

参加督查。

叶信迪一行先后前往灵溪镇

老旧工业园区、娱乐场所、老旧小

区、城郊接合部等区域督查。在

灵溪镇古磉街一带，叶信迪详细

查看沿街店铺消防器材配备、安

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对存在的问

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叮嘱属

地干部要加强日常巡查，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督查中，叶信迪指出，消防安

全关乎千家万户，各地各部门要

深刻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紧

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进一

步压紧压实责任，从严从细开

展隐患排查，狠下决心、下大力

气落实整改，切实抓好消防安

全各项工作。要紧盯老旧小区、

城郊接合部等重点对象，加大安

全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做到不漏

一户、不落一家。针对督查发

现的问题，要克服麻痹大意和

侥幸心理，安排专人跟进，限时

整改到位，全力把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责任落

实，加大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水平，坚决守

牢消防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叶信迪督查
消防安全工作

杜绝侥幸心理
守牢安全底线

本报讯（记者 蒋秀秀 夏涵）

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攀升，县供

电部门积极引导企业错峰用电，

削峰填谷，对参与用电需求响应

的企业采取电费补贴措施，以确

保夏季高峰用电安全。

今年 7 月，温州森汉建设材

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何必兴

在国网 APP 上积极参与用电需

求响应，在调整生产时间让电

于民的同时，还收获了一笔可

观的补贴。据了解，县供电部

门开展电力需求响应，旨在通过

经济手段鼓励和引导企业主动

错峰用电，实现电力削峰填谷，

目前已成功带动 525 家企业加

入该行动。

据统计，今年 7月份以来，国

网苍南供电公司开展需求响应

10次，共计有效响应 2044条，在

保障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转

的同时，确保电网用电尖峰期可

靠运行。

供电部门向企业
发起邀约

倡议错峰用电
减少尖峰负荷

□伍里川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

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

稿)》，拟对盲盒销售作出规范。征求

意见稿拟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这一

规定师出有名，很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8周岁以上”

并非可以自由放飞，征求意见稿

明确，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

售盲盒商品，应通过销售现场询

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

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如

此一来，盲盒新规就和未成年人

保护机制实现了对接统一。

盲盒本来是对年轻人猎奇性

的呼应和拥抱。总的来说，“盲盒

经济”创造了某种市场奇迹，这并

不能否认。但值得注意的是，近

年来，盲盒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乱

象。例如，商家瞄准孩子的好奇

心，大肆宣扬所谓“惊喜限量款”，

诱导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买了

又买、难以停息。但由于数量极

其有限，真正买到这种“极品”的

几率小之又小，可小消费者的胃

口却已经被“撑大”，而“撕了就

扔”带来惊人的浪费。

此外，据《法治日报》报道，某

些盲盒产品为了吸引眼球，甚至

打起了色情擦边球。一旦“色情

擦边球盲盒”流行开来，对青少年

的毒害可想而知。

很多时候，购买盲盒已经离

开重在交流、愉悦心情的初衷，成

为一种新型赌博方式、炫富方

式。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言，某

些盲盒大打饥饿营销牌，并夸大

宣传，针对的是消费者的“博彩”

心理，但这类盲盒并没有回避懵

懵懂懂的未成年人，反而有意迎

合。这种情形势必造成未成年人

欲罢不能，助推其接受错误的“三

观”。显然，乱象丛生的盲盒并不

适合所有未成年人，尤其需要针

对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筑起

“盲盒堤坝”，而对 8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也需要小心呵护，防止

他们被问题盲盒俘获，落入陷阱。

通常来说，对于市场行为不

必进行行政干预，但一些盲盒带

有很强的诱导性和精神控制意

味，很容易导致未成年人上瘾、

“中毒”，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由此，依法对盲盒乱象下“猛药”，

防止问题向纵深发展，具有合理

性、迫切性。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盲盒，现

有法律法规存在空白地带，亟待

填补。市场监管总局推出“指引”

称得上是破冰之举。

“盲盒新规”是破冰之举

本报讯（卫健）日前，我县提

出“健康大脑+乡村医疗”模式建

设，拟在三年内建成智慧健康站

104 家，其中 2022 年建设 50 家，

夯实共同富裕基层卫生健康根

基，构建完整的健康服务体系，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智慧、

便捷健康服务。

根据方案，智慧健康站建设以

让全县人民共享城乡无差异的医

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为出发点，

根据服务人口数量、服务范围进行

选址，点位设置多元便民，同时按

业务用房面积大小分A、B、C三档

分类建设；室内设施除配备相应功

能的设备外，结合基层卫生未来健

康场景应用，从群众现实需求出

发，配备自助健康监测仪器、自助

测温门禁系统、自助发药机、自助

查询设备、健康监测大屏、5G诊疗

与远程会诊等智慧便民设备。

智慧健康站将着眼“规范化、

可视化”，定位“基本医疗同质、健

康管理均等、便民服务贴心”的服

务功能，重视医疗健康领域数据治

理、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完成各类

重点人群在册管理，实现多元数据

互通共享、融合利用、全程可查和

流程溯源，让老百姓在村社就能

进行自助健康监测、查阅电子健

康档案和就诊信息，逐步实现医、

康、养、护一体化健康服务新模式。

我县三年拟增智慧健康站104家

让群众家门口享自助健康服务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昨

日，县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主任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林森森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丁振俊、林霄、李上清、

曾迎玲、杨家乐参加会议，县领导

叶小剑、庄小将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关于县域

排涝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等。据

了解，灵溪镇位于江西垟平原，上

游山区暴雨集中，汇水量大，下游

北排鳌江通道长、行洪通道小、易

受鳌江潮位顶托，萧江塘河上游洪

水位与城区地坪持平，横阳支江高

于城区地坪，城区排水管网外排能

力受限，再加上老城区管道建设

早、管径小、部分管道破损、堵塞等

原因，存在洪转涝风险。2021年发

现易涝点24个，其中低风险4个，

中风险20个，涉及老水产市场、坝

头小区、人民路时代广场、苍南大

道等多个地点。2022年发现易涝

点7个，均为低风险易涝点，涉及

迎福路、康乐路等路段。

林森森指出，苍南受地理区

域影响，城镇内涝现象由来已久，

提升城市排涝能力不仅是城市水

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广

大群众的强烈呼声。近年来，苍

南县城相继开展易涝点应急整

治、区块管网整治等工程，县城内

涝情况有所改善，但治涝工程不

能局限于县城，要以灵溪镇为中

心不断向周边易涝乡镇辐射，持

续加快易淹易涝区块的工程建设

进度，切实提升苍南全域排涝能

力，减少城市内涝给居民生产生

活带来的影响，切实提升群众幸

福感与获得感。

会议听取了县政府关于县域

排涝能力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

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一法一条

例”贯彻实施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

报告、关于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2022年上半年全县和县级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1年县

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工作情况、关于2021年

县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等。

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情况

的调研报告、关于《局长代表面对

面》电视问政栏目实施方案、县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

项，并讨论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主任会议

着力提升县域防汛排涝“硬实力”

岱 文

今年以来，岱岭以“新时代

浙南美丽畲乡”为发展主线，围

绕建设“农旅融合产业美”因地

制宜，微改造精提升，精心谋划，

切实用足用实、用活用好民族乡

镇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打造宜

居、宜游、宜业的生态美丽城镇。

岱岭畲族乡推动优质农业

做大做强，完成 500亩云遮村高

山水稻种植，做好农业基地配套

设施提升，投资 80万元新建云

遮水利灌溉工程，并积极筹划

2022年岱岭乡首届少数民族文

化节暨高山大米丰收节，有效提

升云遮高山大米产业知名度，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推动旅游经

济稳步发展，持续打造福掌村美

丽乡村精品村，完成福掌革命烈

士纪念馆、村庄绿化美化、房屋

立面改造等节点项目，有效提升

美丽乡村含金量，为打造红色基

因传承地添砖加瓦。以“微改

造，精提升”为切入点，打造一村

一品美丽乡村新格局，全面推进

美丽区块样板建设。该乡谋划

农旅融合新思路，积极谋划农文

旅综合体项目，集民俗文化、农

业体验观光、少数民族特色旅游

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同时

依托畲乡特色民俗文化，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耕研学

项目建设，结合乡村花果采摘产

业，打造旅游体验项目，发展畲

乡特色休闲旅游。

农旅融合扮靓美丽畲乡农旅融合扮靓美丽畲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