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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日常消

费中，消费者最关心的莫过于食品安全问

题。南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你点

我检”食品监管模式，将检测主动权交给

消费者。新模式给食品监管带来哪些新

变化？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现场“点单”，当场检测出结果

4 月 6 日上午，像往常一样，南昌市西

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万润泉等

人在抚河西农贸市场出入口设立了“你点

我检”快检台，群众在此可以点出自己购

买或者希望抽检的食品品种，请工作人员

现场抽样检测。

“每次买了鱼肉蔬菜，我都会来检测

一下。”市民周先生说，他比较担心农药残

留，现在可以直观地看到检测过程和结

果，买菜更放心了。

“我们喜欢喝白酒，但有些酒喝完容

易上头，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面对陈先生

一行人的询问，万润泉解释称，个别不法

企业为保持好口感，会在白酒中违规添加

糖精钠、甜蜜素等，更有甚者违法使用工

业酒精勾兑白酒，消费者饮用后可能导致

失明甚至有生命危险。

听了介绍，陈先生等人在检测单“白

酒”一栏勾出了检测项目，并留下自己的

电话号码。随后，该局对辖区内一些品牌

白酒进行随机抽样检测，检测结果迅速在

西湖区政府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西湖

市场监管”公布，并如实告知陈先生等人。

万润泉介绍，西湖区共有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 13760 户、一般餐饮服务单位 3570
户、单位食堂 231 家、小餐饮店 3673 家、小

食杂店 1044 家。为解决监管难题，西湖

区在南昌市先行先试，印发了《推广“你点

我检”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即采取群众

现场或微信“点单”形式，市监部门现场查

封送检，当天出检测结果，引来许多群众

积极参与。

紧盯重点，对问题食品立
体化监管

角色的互换，监管方式的改变，让市

监部门能更加迅速地发现问题。

不久前，在群众频繁点单后，西湖区

市监局朝阳分局对西湖区“忠妹禽蛋店”

经营的韭菜进行了快检，结果显示，韭菜

腐霉利项目超标近 6 倍，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

求，执法人员当即对该商户经营的韭菜进

行下架、封存、溯源。

该局举一反三，对辖区所有商户经营

的韭菜进行有针对性的抽检，发现“长根

蔬菜店”等商家销售的韭菜同样存在腐霉

利超标问题。

据悉，今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西湖区

市监局快速检测食品和相关产品 1500 批

次，对水产、蔬菜、水果、自制酒等多个品

种的农药残留、抗生素、重金属、食品添加

剂等安全性指标进行检测，共检测出 43
批次疑似阳性，并依法进行处置。

良性互动，构建食品监管
新格局

记者 了 解 到 ，除 了 商 场 超 市 、农 贸

市 场 外 ，今 年 1 月 底 ，执 法 人 员 对 西 湖

区 多 家“ 网 红 ”餐 饮 店 食 品 安 全 检 查 情

况开展现场直播时，收到了群众送来的

惠 灵 顿 牛 排 包 、卤 鸭 舌 等 食 品 ，执 法 人

员一并进行检测，并通过直播将快检结

果公之于众。

“检测什么食品，消费者说了算，打消

了我们的顾虑。”参与此次直播的市民张

女士说，“这种检测方式既拉近了消费者

与监管部门的距离，又让消费者参与食品

监管，掌握了不少食品安全知识。”

据介绍，西湖区在“你点我检”方面的

有益尝试，给南昌市提供了经验和范本。

为增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

监管中的监督作用，2021 年 6 月，南昌市

市场监管局制定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

“你送我检”活动实施方案》，确定以日常

消费量大的食用农产品、粮食加工品等大

宗食品为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心的农兽药

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等热点进行检

测。工作人员先后走进高校和幼儿园食

堂、批发市场等地举办了 30 余场“你点我

检”活动，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轮椅上闯出新天地
陈 鹏 本报记者 邹晓华

“ 能 够 成 功 二 次 创 业 ，这 得 感 谢 政 府 的 帮 助 。

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多做贡献。”日前，

谈起自己的创业路，兴国县残疾人创业带头人叶向

阳感激地说。

今 年 49 岁 的 叶 向 阳 是 兴 国 县 东 村 乡 小 洞 村

人 。 近 十 年 来 ，他 发 展 立 体 循 环 种 植 养 殖 特 色 产

业，带动村民共同发展，闯出一番新天地。

20 年前，一场车祸造成叶向阳高位截瘫，出行

靠 轮 椅 ，日 常 生 活 靠 他 人 照 顾 。 但 他 不 向 命 运 低

头，病情稳定后重拾信心回老家创业。

2013 年，经过反复调研，叶向阳决定在老家发

展立体循环种植养殖。因为行动不便，他成立合作

社，动员附近村民通过就业务工或资金入股等形式

一起参与发展产业。在他的带动下，合作社养起了

土鸡、办起了肉牛场、种上了脐橙，并开办了共享休

闲农庄。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小洞村热闹起来，不少

贫困群众也成功实现脱贫致富。

后来，叶向阳发现村里有不少农田闲置无人耕

种。于是，他想流转土地，发展有机水稻种植。

2018 年春，在村里的帮助下，叶向阳流转农田

30 亩，开始试种有机稻米。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年

就获得了不错的效益，许多来农庄游玩的游客早早

就高价预订一空。

今年 ，叶 向 阳 带 动 更 多 的 村 民 一 同 种 植 有 机

稻米。目前，他流转农田近 500 亩，还出资购置了

拖拉机、耕田机等农机设备，并申请富硒有机大米

品 牌 。 叶 向 阳 告 诉 记 者 ，他 将 不 断 探 索 种 植 的 新

方法，积极培育新品种，推广“稻田+红鲤鱼”生态

种 养 模 式 ，坚 持 走 生 态 路 、打 绿 色 牌 ，带 领 村 民 共

同致富。

脚不沾泥的新农人
本报记者 蔡颖辉

今年 46 岁的陈小伟是新余市渝水区水北镇陈

家村农民，听说机械化农业生产可以通过使用无人

机进行播种、施药等，他被这个充满“科技范”的种

田方式吸引，决定买设备、学技术，将现代科技应用

到传统农业上，当起了职业农民。

“以前 ，农 民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 ，不 仅 要 人 工 播

种、手动除草，还要背上笨重的药水桶一块田一块

田 喷 洒 ，烈 日 灼 伤 皮 肤 ，药 水 影 响 健 康 不 说 ，效 率

还 低 。”提 到 无 人 机 设 备 ，陈 小 伟 十 分 自 豪 地 介 绍

道，“现在，我只需要在空地阴凉处操作无人机，动

动 手 指 就 能 完 成 施 药 、播 种 、施 肥 、除 草 等 农 活 。”

据了解，以喷洒药水为例，一人一天最多完成 20 余

亩，而有了无人机，一天最少可完成 500 亩，效率大

大提高。

陈 小 伟 告 诉 记 者 ，他 虽 然 返 乡 当 起 了 职 业 农

民，但自己却没有种一亩地。每到农忙时节，他都

是带着机械化设备，在全省四处帮农户“打工”。成

为新农人的陈小伟，一年收入有十多万元。尝到了

科技的甜头，他去年又添置了一台收割机。无人机

撒药、打田机耕地、收割机收成……随着一台台现

代化机械设备的购入，陈小伟的设备仓库被塞得满

满当当。

又是一年春耕时，每天，陈小伟带着机械设备，

为农户提供全机械化操作服务，在职业农民的道路

上越走越欢。

失能老人住进养老院，每名老人配有

一名护工；村卫生室设在养老院，随时可

以为老人进行诊疗；到了饭点就能吃上干

净丰盛的饭菜……这是吉水县阜田镇育

贤 爱 心 家 园 养 老 院 的 老 人 们 每 天 的 生

活。如何解决地方普遍存在的“养老院不

能治病、医院不能养老”问题？近日，记者

走进吉安市规模最大的村级非营利性养

老院，实地探访其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服务

模式。

育贤村布局分散，全村 3000多人居住

在 19 个村小组，其中 65 岁以上老人超过

400 名，并且留守老人、空巢老人越来越

多。2017 年，该村通过向上争取资金和村

民们自发捐款，筹集资金 400余万元，建成

育贤爱心家园养老院。养老院建筑面积

4300 平方米，有 78 套公寓式住房，设有医

疗室、娱乐室、老年活动室、餐厅等。目

前 ，入 住 老 人 51 名 ，其 中 2 名 是 失 能 老

人。同时，养老院把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

相结合，满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和医疗护

理的双重需求。

医养结合，关键在“合”。近年来，该

县结合实际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促进医

养结合的有效形式。“考虑到老年人行动

不便，我们把村卫生室设在养老院，配备

2 名乡村医师，小病不出院就可以治疗，

病情严重的立即转往县级医院，实现医

共体共享，分级诊疗。”阜田镇中心卫生

院副院长戴启生介绍，除了每年定期为

老人进行免费体检，村卫生室还实现了

医保实时结算，让老年人不出养老院就

能享受服务。

“我时常腰痛，现在打针吃药都在这

里，很方便，还有报销。”86 岁的张润英患

有关节炎、高血压，是第一批入住养老院

的老人。她告诉记者，住进养老院后随时

能得到治疗，现在身体好多了。

民以食为天。村里专门开辟了 1.5 亩

菜园，由炊事员负责打理，为食堂提供时

令蔬菜。“自己种的蔬菜，不仅绿色健康，

还能省下不少开支。”院长邓万飞说。

“养老院的创办，为村里外出务工的

年轻人解除了后顾之忧。”育贤村党支部

书记周桥介绍。86 岁的刘金姑，老伴今

年 90 岁，儿子在外务工，女儿成家后住得

比 较 远 。2019 年 1 月 ，他 们 搬 进 了 养 老

院 。 刘 金 姑 说 ：“ 在 这 里 一 日 三 餐 吃 得

好，儿子给我买了个手机，没事就给我打

电话问好，过年过节就把我们接回去住

一阵子。”

谈及养老院如何生存发展，周桥告诉

记者，养老院采取“以院养院”运营模式，

由村干部和乡村医生组成的爱心家园管

委会进行管理，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800
元。同时，对“五保户”等实行减免收费，

不足部分由村委会补齐。“我们将充分借

助社会力量，多方参与，持续改善老年人

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老有所乐。”

山村留守老人的新家园
郑 莹

群众现场或微信“点单”，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查封送检，当天检出结果予以公布。
西湖区在南昌市先行先试的“你点我检”活动，引来许多群众积极参与——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付 强 文/图

凸显政务管理新思路
长期以来，受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

响，消费者难以辨别购买的食品是否安

全，监管部门随机抽检部分项目与老百

姓关心的食品脱节，难以获得消费者的

广泛认同。南昌市深入推行“你点我

检”，将检测主动权交还给消费者，使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更加贴近民生需求，真

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解群众之疑虑，保群众之健康，让群众

成为食品安全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监督

者，凸显地方政府部门政务管理的创新

思路，值得点赞。

记者手记

消费者“点单”后，执法人员在抚河西农贸市场依法开展食品抽样。

4月 9日，被 7.3

万块太阳能电池板

覆盖的原高坑煤矿

区，在晨曦映照下，

闪 耀 着 迷 人 的 金

光。近年来，萍乡

市安源区高坑镇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对工

矿废弃地进行种树

补绿，还引资“种”

下 500多亩光伏，修

复 了 废 弃 矿 区 生

态，产生了可观的

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4 月 7 日，在抚州市东乡区杨桥殿镇宋塘村东海水库旁，

村干部正在搬卸草绳。进入汛期，该区加强水利设施检查，对

各类抢险物资和应急设备进行补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备汛

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南昌实现离婚登记
与产权变更“一链办理”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夫妻申请离婚，双方协议约定

房产归一方所有，但离婚后，另一方不配合办理房产变更或

者不履行离婚协议，该怎么办？近日，南昌市民政局与南昌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在婚姻登记窗口摆放不动产变更注

意事项提示牌，由工作人员提醒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后，

双方应尽快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手续，为群众提前化解

麻烦。

南昌市民政局还将“委托办理房产变更”款项写入离婚协

议书模板，专门安排婚姻登记人员一对一指导填写。当放弃

房产所有权的一方无法配合办理房产变更、转移登记时，可委

托另一方凭离婚协议书单独进行登记，省略了委托公证的过

程，实现离婚登记与产权变更“一链办理”，既大大降低了离婚

后房产变更的纠纷率，又有效避免了群众来回跑、折返跑的问

题，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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