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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 2023 年全市供
销社系统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扎
实开展蓬安县农资保供稳价工
作，近日，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供
销社与南充市农资公司就农资保
供稳价合作进行对接洽谈。

会上，南充市农资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农资保供稳价开
展方式，主要是建立农技专业
服务队伍、强化科技支撑、畅通
渠道网络。双方一致认为，供销
社应在农资保供稳价中发挥关
键作用，全力加强农资保供合
作，整合完善、织密织牢蓬安区
域农资服务网络，共同为保障
粮食安全作出供销贡献。

形成保供合力。蓬安县供销
社在中心乡镇布局农资保供网
点，市农资公司作为蓬安县供销
农资保供企业，共同做好蓬安区
域农资保供工作。

强化保供方式。双方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协调解决保供难题，
在农资、农技、金融等多方面助
力，提升保供能力。

建立长效制度。双方同意适
时召开联席会议，做好农资供应
统筹安排，研究谋划保供举措，建
立健全配送网络体系，畅通农资
信息，把握农资需求变化，形成长
效保供稳价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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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
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李
红伟带队到飞跃烟花爆竹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安全督导检查。

在烟花爆竹仓库，李红伟一
行重点对烟花爆竹进货渠道、库
房货物存放数量，以及配备相关
消防设施、安全警示标识、出入库
记录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李红伟强调，企业要结合正
在开展的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年行动，加强组织领导，严
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
人职责，认真学习研究本行业领
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
检查事项，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
大检查力度，强化督促整改，消除
安全隐患。要扎实开展好安全专
项整治、重大事故隐患自查工作，
排查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严
格按照“五落实”要求建立台账、
闭环整改。

曾曾

浙江省衢州市地处浙闽赣皖四
省交界处，作为山区 26县全覆盖市
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偏
远山区点多面广，山区群众购物不
便、生产资料匮乏、富余农副产品无
处销售等问题极为突出。

2022年 11月 29日，26辆“供
富大篷车”从衢州出发，承载着供销
合作社为农服务的初心，开进山区
26个县的山村，为农民群众送去便
利，为偏远山村带来希望。
“一开始，很多群众不了解供销

合作社，不认可大篷车，认为只是走
走过场，不抱太大期望；村联络员因
增加了额外任务，态度消极，有几次
没有及时通知，导致大篷车下乡无
农产品可收。一些农户抱着‘看热
闹’心态，提供的笋干、干豆干等产
品，卖相品质不是很高，甚至明显达
不到收购标准。”一位供富大篷车工
作参与者犹记最初的艰难。然而现
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一些山区，
“供富大篷车”已成为山区农民生产
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
要的守望、期盼之一。

变化源于“供富大篷车”带给农
民的效益，也源于打动人心的服务。
为了满足收购需求，“供富大篷车”
驱车到 80公里外山区是常态；针对
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实行上门收
购是使命使然；针对农户因位置偏
僻且无交通工具，无法将农产品送
至收购点的现实，工作人员步行 30
多分钟到村民家中，借用木车，花费
近 1 个小时运货是常事，7 袋笋干
从大山深处运出，汗水湿透了衣背，
也感化了山民的心。随着集中收购
常态化，“供富大篷车”遇到的问题
越来越细，如一些“小众”农产品量
少且市场需求也不大；制作标准不
一样，梅干菜制作过程中有些放了
盐，有些没放盐，口味不同，都给收
购带来难度。明确收购目录，普及制
作标准，农户按需种植、按要求制作
农产品……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
“供富大篷车”综合效益开始显现。
如今，“供富大篷车”成功连通了山
区农民生产生活与城市市场主体之
间的两个端口，搭建了一个消费和
销售的“双便利”平台，真正成为推

动农民增收的“致富车”，成为党委、
政府与农民的“连心车”。

近年来，衢州市供销合作社以
“打造山区 26县‘供富大篷车’示
范样板”为目标，紧扣为农服务宗
旨，积极谋划、系统推进，打通偏远
山区共富之路。衢州市供销合作社
整合市域日用品下乡服务资源，建
立由县域分拨中心、大篷车和村服
务点组成的服务体系，提供 40 多
类生活用品、食品物资、医疗用品
等代购服务，打造山区群众家门口
的“流动服务站”。衢州市社依托
“强社公司+居民共建”模式，通过
发展社区居民为供销员，实现农产
品从产地直达社区到餐桌的最短
路径，走出一条社企联动、共建共
治促进基层治理的新路子。各区县
供销合作社因地制宜创新推动。柯
城区以“三衢味”品牌为抓手，通过
品牌赋能，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衢
江区通过社企联动，与衢州新农都
开展战略合作，构建“一站式”集成
交易平台；江山市打造全流通平
台，形成村级固定收购点、大篷车、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农产品分拣
配送中心和销售网点“五位一体”
的服务体系；龙游县依托山海协
作，在临安、镇海等地开设大篷车
农特产品展销专区；常山县系统推
动、构建“1366”共富体系，确保大
篷车科学高效运行；开化县发展订
单农业，与衢州佳信农产品配送公
司签订购销协议，实现运营主体、
村集体和农户三方共赢。

目前，衢州市共开通“供富大
篷车”39 辆，覆盖 80 个乡镇 768
个行政村，为山区群众提供代购、
代销、代办服务 37.57 万件次，收
购农产品价值 7538 万元，累计服
务里程超 130万公里。衢州市供销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衢州市社
将加快推进“供富大篷车”扩面提
质，推动实施《“供富大篷车”服务
体系建设与管理规范》团体标准贯
标，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化、系
统化、多元化途径，为中国式现代
化浙江新篇章贡献供销力量，展现
衢州担当。

据中华合作时报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修
订后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3年第 4号），将
于 2023年 10月 1日开始施行。

新修订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办法》包括总则、粮食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粮食质量
安全检验、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处置、
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 8章，
共 50条。《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进一步完善了粮食流通环节的质量
安全管理规定，强化粮食质量安全
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将进一步结合新形势新要
求，重点开展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

障体系、持续完善粮食标准体系、强
化全链条粮食质量安全管控、构建
多层次检验监测体系等四方面工
作，着力提升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水
平，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近日，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政务+供销”工作联席会议在区
政务服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
南溪区政务服务中心、区行政审
批局、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据悉，南溪区供销社将与
区政务服务中心建立合作机制，
通过供销资源和政务阵地共享的
全新尝试，全力提升为农服务质
效，扎实做好“政务+供销”试点
工作。

会议要求，研究制定《宜宾市

南溪区关于推进“政务+供销”综
合服务合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合
作目标、工作重点及阶段目标，推
动全区试点工作。成立“政务垣供
销”综合服务工作领导小组，设立
工作专班，负责制定合作计划，具
体指导试点工作，及时下沉调研，
推动面上工作。建立定期会商制
度，保持常态化联络沟通，协调解
决推进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大事
项和问题，在推进试点工作时定
期反馈工作情况。顾志强文 /图

宜宾市南溪区：
“政务 +供销”
提升为农服务质效

南充市蓬安县供销社：
保供稳价确保粮食安全

绵阳市盐亭县供销社：
筑牢安全线 防患于未“燃”

从“看热闹”到“盼着来”
浙江衢州市供销社“供富大篷车”为 80个乡镇 768个村送去服务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10月 1日起施行

□蒋文本报记者丁明海文 /图 近日，四川省凉山州供销社党组书记、理
事会主任唐玲率队到内江调研为农服务综合
平台建设工作。内江市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
李贤英陪同调研。

唐玲一行到中国西南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调研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参观了家电拆解厂、
废旧农膜项目和集散交易市场；到中国农批
城·内江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调研农产品
流通及产销对接等相关情况，实地参观了项
目蔬菜批发交易区、干综副食批发交易区、水
果批发交易区；到资中县调研供销为农服务
综合平台试点建设有关情况，实地考察了县
级集采集配中心、中心镇为农服务中心和综
合超市。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双方就强化联合合作

展开讨论，并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唐玲表示，凉
山州是全国最大的马铃薯、苦荞麦等生产基
地，全国重要的优质高原水果、南菜北调蔬菜
基地，还有会理石榴、盐源苹果、西昌葡萄等优
质产品，农业产业规模大，在基层组织建设、农
产品流通、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等方面有广阔的
合作前景。

李贤英表示，内江也是农业大市，特色农
产品丰富，双方可以充分利用中农批和中再生
平台，在农产品产销对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进一步丰富两地人
民群众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实现“双赢”，
为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供销力量。

产销对接 丰富群众“菜篮子”“果盘子”
凉山州供销社到内江调研，双方就联合合作达成意向

供销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