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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艳）1 月 17
日，记者从 2023 年四川民生调查
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
四川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回升
向好态势。2023 年四川粮食总产
量达 3593.8 万吨，继续稳居全国
第九位；比上年增加 83.3 万吨、增
长 2.4%，继 2021 年后再创历史新

高，增幅在 13 个粮食主产省份中
居第三位。

粮食生产形势好于上年。2023
年，四川粮食播种面积 9606 万亩，
比上年减少 89 万亩、下降 0.9%。
大豆播种面积 831 万亩，比上年增
加 51 万亩、增长 6.5%。粮食和大
豆播种面积全面完成国家下达任

务。粮食作物综合单产达 374.1公
斤/亩，同比增长 3.3%。其中，全省
冬小麦单产达 300.3公斤/亩，同比
增长 5.7%，首次站上 300 公斤台
阶。

四川省畜牧业生产相对稳定。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670.8 万吨，
比上年增长 1.5%，其中生猪出栏

6662.7万头，比上年增长 1.7%，出
栏量创 2017年以来新高，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2023年末四川生猪存栏
3855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69
万头。

2023 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保持稳定，全年 CPI 与
上年同期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5%，涨幅温
和，走势基本稳定。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2514 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 6.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6.0%；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
的 2.32 下降为 2.26，城乡居民收
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全省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23550 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 5.6%，实际增长 5.6%。按常
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280 元，名义增长 5.9%，实际增
长 5.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901 元，名义增长 4.1%，实际增
长 4.2%。

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5%，比上年下降 0.2个百分点。

四川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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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遇到医保方面的问题，还要
去政务大厅提供相关资料，现在有了
‘医保驿站’，几分钟就能办完业务，既
省时又省心。”近日，在位于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的“游仙医保驿站”中，办事群
众张琼英高兴地说道。

醒目的标识标牌、详尽的服务事项
展板、医保政策资料、办理流程……设
在游仙区沈家坝科伦大药房的“医保驿
站”，规模不大设施却很齐全，前来办理
业务、就医购药的群众络绎不绝。

据悉，“游仙医保驿站”系绵阳市医

保系统率先推出的服务新机制新举措。
通过现场评估、统一规划，对符合条件
的机构开展集中培训、点对点指导，培
训合格后统一挂牌授权经办。
“截至目前，游仙已有 22家定点医

院和 40家药店、诊所建成了‘医保驿
站’，累计受理医保咨询、查询类业务
2400人次，帮办代办医保业务近千人
次。”游仙区医保局党组成员、医保中心
主任赵勇说。

近年来，游仙区紧紧围绕群众在医
疗保障上的所需所盼，创新创优医保经
办服务，提升医保经办服务质量，落实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建设，依托“两
定”（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机
构，打造“游仙医保驿站”，免费为参保
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医保查询等 12项
高频医保公共服务。此外，针对行动不
便的人群可通过“医保快递”提供免费
的“帮办代办”服务。
“游仙医保驿站”只是游仙区持续

推动医保服务便民惠民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游仙区还紧盯医保领域群众关注
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打造“15分钟
医保服务圈”，将 17项医保经办业务下
沉至镇（街道）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站），
开展“医保快递”帮办代办服务，设立
“医保+银行”服务网点，建设“游仙医保
驿站”等，将医保服务下沉到群众“家门
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绵阳市游仙区：
“医保驿站”将服务送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营造和谐氛围，近
日，四川省广汉市汉州街道
京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携手广汉市书法协会在烟火
京皇夜市举办了“笔墨迎新
年，情暖送祝福”主题文化活
动。

活动现场，文艺志愿者、
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一副副
充满对家国、人民美好愿景
的春联，让居民爱不释手。此
外，社区志愿者们还精心为
大家准备了各类灯谜，大家
兴趣十足，踊跃参与。

居民张婆婆高兴地说：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手写的
春联更有年味儿，期待来年
顺顺利利。”

据悉，此次活动让居民
深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及来自社区的祝
福和温暖，为即将到来的龙
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年
味儿。

广汉市汉州街道：
笔墨迎新年 情暖送祝福

近日，成都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供需对接会
举行，吸引了 22个镇（街道）、14家社会组织与
社会企业参与，推介 30个生活垃圾分类相关
产品和解决方案。会议现场设立了产品交流
区，促成爱回收、大嘴蛙等 8个项目达成合作
意向。

据悉，本次活动是成都首次举行生活垃圾
减量分类供需对接会，旨在贯彻生活垃圾减量
分类的部署要求，搭建社会各方参与生活垃圾
减量分类的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优质资源
在社区集聚，推进优秀项目在社区落地，促进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化试点和提标提质区域打
开工作局面。

本次活动既是供需对接的平台，也是街道
社区交流经验、展示成效的舞台。温江区海科
社区分享了“21天工作法”，将居民动员工作分
为“开好一批会、议好一方案、做好一改变”三
个阶段，引导社区、居民、物业共同参与，历时
21天显现了工作成效；成都高新区府城社区推
动家校社企联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引入专业
力量、开展环保活动，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
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的方式，推动了垃圾
分类行动；武侯区簇锦街道团结社区、龙泉驿
区东安街道聚合社区也分别从“7个 1”运行机
制和自组织培育等方向分享了垃圾分类实践
案例。

一系列垃圾分类的智慧设备也轮番亮相。

一键联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打造了智能
垃圾分类积分管理物联系统，可以为社区提供
智能分类回收、积分兑换、数据分析、流程追溯
等全链条服务；成都市国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垃圾分类 4C共创共赢平台服务”，由“1
个小程序+3个 APP+1套智能设备”形成完整
闭环，能够有效促进居民自觉分类意识提升；
“爱回收·爱分类”智能回收设备、“大嘴蛙”再
生资源驿站、零废社区整体解决方案等为街道
社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分类提供了多元化的
解决方案。

本次活动上，成都市委社治委会同有关部
门、区（市）县建立的生活垃圾减量分类资源库
上线，其中包含 83个案例、149名相关人才、50
个社会主体、74项需求，为社会各方参与生活
垃圾减量分类提供参考借鉴。

目前，成都市正在紧锣密鼓开展生活垃
圾减量分类居民动员工作，发挥党建引领
“微网实格”治理机制作用，推行“开展一次
入户动员、制作一张明白卡、践行一个居民
公约、建立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建立一套激
励机制、引育一个专业机构、评选一批先进
典型”的“七个一”操作规程，引导居民实施
“确定家庭引导员、一起学知识、分设垃圾
桶、分类精准投、争创最美家庭”的家庭垃圾
分类“五步法”，逐步引导居民养成自觉分类
的习惯。

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第四批农
村生产生活遗产名录，共计 67项。至此，四川
省认定的农村生产生活遗产项目已达 540项。

本次项目涵盖了传统美食技艺、传统调味
品技艺、传统服饰技艺（刺绣、纺织）、手工制
茶、传统酿酒、民间手工艺（剪纸绘画、雕塑、土
陶、编艺、其他）、传统农业生产、建造技艺等 8
个类别。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务会审议通过
后，这些遗产项目将向社会公开发布。

据悉，这些遗产聚焦于与农民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吃、穿、住、用的产品和传统
技艺。

在传统美食技艺类中，包括 22项地方特
色美食的制作技艺，如本草鄫鸭子、石观音板
鸭、天主堂鸡片、啊喇营盘火腿制作技艺等。此
外，还有 1项传统调味品技艺类，即阆中市保
宁醋传统酿造工艺。

在传统服饰技艺方面，刺绣和纺织技艺
共 14 项，包括蜀绣、嘉州绣刺绣技艺、羌族
刺绣等。此外，手工制茶类有 6项，包括盐边
国胜手工茶制作技艺、黄荆大树茶制作古法
工艺等。

在传统酿酒方面，有 4项酿酒技艺入选，
包括郎酒工艺、老龙塘窖藏酒酿造技艺等。民
间手工艺类包括剪纸绘画、雕塑、土陶、编艺等
15项，展现了丰富的民间艺术。

在农业生产方面，有 3项传统农业生产技
艺入选，包括麻柳姜种植技艺、川明参生产技
艺等。最后，建造技艺类包括 2项，分别是理县
羌族碉楼营造技艺和炉霍县崩科房建造技艺。

这些农村生产生活遗产不仅是地方文化
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们的传
承与保护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成都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资源
向社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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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促进乡村振兴
四川省认定的农村生产生活遗产项目已达 5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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