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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年来火热的房地产市场、 金融领域
高回报相比，“一步一个脚印” 干实业似乎不
太“吃香”。 记者近日在广东、江苏等地调研发
现，赚钱难、太辛苦是不少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共同感受， 有一些企业家甚至觉得做实业有
点儿“亏得慌”。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制造
业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 产能过剩、盈利水平
下降、税费负担较重、综合成本上升等问题交
织叠加，让企业“压力山大”。 不少资金或在虚
拟经济内部循环，或追逐炒作部分资产。 一些
制造企业辛苦干一年， 利润不如一二线城市
炒套房，让专注于实业的人们感到失落。 一些
人担忧， 如此下去， 投资制造业的趋势将回
落，企业创新的热情也会打折。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础，我们也要靠
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越要警醒制造业缺血的现象， 拿出有力措施，
提升制造业“获得感”，不让“实干者”吃亏。

振兴制造业，首先要人才、资金等各类要
素更多地向实业聚集。 一方面，政策措施要
更加有助于发展制造业，简政放权，优化服
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人们对做实业
有兴趣、有信心。 另一方面，也要切实解决成
本高、融资难等问题。 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提升制造业盈利能力，摆正与虚拟经
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形成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市场机制，打造能满足制造业需求
的金融链。

振兴制造业，还要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崇

尚实业的氛围。 要建立扎根创新者受益、违规
违法者受罚的市场竞争机制， 让创新得到回
报，让不正当竞争受到处罚。 此外，还要坚决
改变一些领域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 严防投
机炒作。

振兴制造业， 还要敢于从制造业内部
“动刀”，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步伐，把提高供给质量
作为主攻方向， 按照市场需求创新供给、提
质增效。

制造业是经济基石，是国家大计，振兴制
造业须坚持一以贯之的信心和恒心， 务实推
进相关改革，解决各类深层问题，让肯下苦功
夫的实干者得到应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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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制造业“吃香” 不让“实干者”吃亏

幸福屋场为中国美
丽乡村提供样板

不到三年，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竹联
村的中州屋场实现了大变样———环境美
了，人心齐了，生活丰富了，游客也多了。
这一切得益于幸福屋场建设。

在中国中部的湖南，屋场是长期以来
由于宗族、历史、地理等因素形成的村民
聚居的自然村落，一个屋场的居民从几十
户到上百户不等。幸福屋场则是屋场环境
的全新“升级版”， 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主要载体。

中州屋场共有 7 个村民小组 、490
人。 利用政府资金扶持、村集体投入和村
民自愿捐款， 这个屋场已建有孝亲广场、
文化墙、道德讲堂、资源回收屋等多处文
化休闲和生活服务设施。

沿着屋场的柏油路，可见村民在房前
水泥地上晾晒的辣椒和果干，还有用染成
黄蓝等颜色的旧轮胎栽培的花。文化墙展
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善、 勤、
诚、孝等传统美德。

“三年来，通过打造幸福屋场，村里
比 以 前 干 净 多 了 ， 民 风 也 改 善 了 许
多。 ”竹联村村主任李昭武说，过去，垃
圾到处乱扔 ，路边杂草丛生 ，文化娱乐
活动缺乏 ， 而今 ， 村民们实行垃圾分
类，道路两旁草木整齐 ，广场舞成为村
里一道风景。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工程、民心工程。 浏阳市幸福屋场是
建设既有现代文明、又具田园风光的美丽
乡村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 幸福屋场要具备自治机构、
管理制度、 农家书屋、 文体场所等标准，
实现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秩序美和
创业美。

“幸福屋场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
吸引了外地游客。 ”中州屋场自治管理委
员会副组长钟柏奇说。

在他所住的二层楼房旁边，原来的老
房子已改造成为孔石泉将军生平事迹陈
列室。 和很多村民一样，钟柏奇还向村里
捐了 2000 元支持幸福屋场建设。

官渡镇副镇长戴明河说，建设幸福屋
场，有些村民刚开始时持观望态度，不相
信自己能搞好。三年来的变化打消了他们
的疑虑，村里凝聚力增强了，村民希望幸
福屋场能够进一步扩面提质。

看好屋场的发展前景，在外地打工的
钟金山回到竹联村， 投入 30 万元建了农
庄， 去年 9 月开业， 为游客提供餐饮服
务，也销售土特产。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中州屋场还成
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 生产茄子、 苦瓜
和辣椒等无公害农产品， 围绕乡村旅游
和屋场文化， 发展观光农业， 带动周边
200 户农民增收。在屋场的“原乡花海”，
大片的紫薇即将盛开， 这里不久将正式
向游客开放。

去年，浏阳市提出，用三年时间升级
打造 300 个示范幸福屋场、100 个示范
村、10 个示范镇， 推动全域美丽乡村建
设。

浏阳市北盛镇亚洲湖村有 3400 人，
幸福屋场建设以整村推进方式进行。近年
来， 这里修建了文体休闲中心、 图书馆、
农村改革展示馆等设施，村里一名退休教
师还创作了村歌《亚洲湖之歌》。 依靠烟
草种植、花炮和建材租赁等产业，村人均
年收入达 2.6 万元。

“幸福屋场建设 ，美化了生活环境 ，
密切了邻里关系 、 村干部与群众的关
系 ，提升了农村生活品质 ，也促进了产
业发展。 ” 浏阳市委宣传部一名干部
说。

今年 64 岁的钟柏奇说， 自己打算让
从事花炮长途运输的儿子尽早回来，在屋
场也开个农庄，日子将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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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桃子同吃会死”？

专家试吃破谣言
“西瓜和桃子同时吃会导致死亡”“西瓜

打针变甜”“紫菜和粉丝都是塑料做的”“紫薯
有染色问题”……近年来，类似关于食品安全
的谣言可谓层出不穷， 并在人们的社交平台
中频频刷屏，给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

近日， 上海食药监局和食品与安全杂志
共同开设科学实验课堂，专家亲自上阵，为群
众演示简单的小实验， 破解朋友圈食品安全
谣言。

一开场， 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
委员会主任马志英， 就和上海市食品安全工
作联合会秘书长姜培珍共同上阵， 分别试吃
了桃子和西瓜，破解“西瓜和桃子同时吃会导
致死亡”的网络谣言。

之后，两位专家还当场试验，用一个医用

针筒向西瓜注射， 展示出西瓜打针之后是很
容易被肉眼看出来的：针眼明显，西瓜内部局
部发红，所以谣言不可信。

接着， 马志英专家拿着装有紫薯汁的试
管，往里面加入碱，原本紫红色的液体变成了
蓝绿色，再往里面加入白醋，蓝绿色的液体又
变回紫红色。 专家解释这根本不是食品染色
问题，而是因为这个紫薯里富含花青素，而花
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的天然色素，具有“遇酸变
红，遇碱变蓝”的特性，天然色素在不同的酸
碱条件下会发生变色。

随后马志英在现场又为观众演示了“燃
烧紫菜、粉丝和塑料”的生动小实验。 专家分
别对紫菜、粉丝和塑料进行燃烧，紫菜选择的
是坛紫菜，燃烧起来很费劲，烟很大，烧的时

候有股类似海鱼的咸腥味， 粉丝选的是龙口
粉丝，烧起来伴有噼里啪啦的响声出现，有股
烧焦的味道，而塑料则是一烧就收缩起来，火
势蔓延较快，有股塑料特有的刺鼻性气味。刷
爆朋友圈的食品安全谣言不攻自破。

为什么食品安全领域的谣言如此泛滥，
传播如此迅速？专家认为，流传的谣言一般应
季谣言和标题党谣言比较多，比如，前段时间
的视频谣言———虾头扯出的白线是“寄生
虫”，该视频疯狂扩散，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
食品行业造成沉重打击。姜培珍表示，在看到
很吸引眼球的谣言时， 消费者需从正规渠道
了解，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学习，不要盲目轻信
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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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
后，各地法院截至今年 6 月底共发出 1284 份
人身安全保护令， 许多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
受害人特别是妇女、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人
身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这是记者 19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综
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
妇联等 15 个部门联合召开的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获悉的。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5 月启
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以
来， 超过 80%的试点法院与相关部门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家事审判工作规则逐步完善，机
构和队伍专业化建设进展迅速， 反家庭暴力
工作成效明显。

记者同时了解到，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
家事案件 175.2 万件，其中离婚案件 139.7 万
件。 民政登记离婚和法院判决离婚所涉当事
人近千万人。

“随着离婚率不断增长，未成年人的教育
与抚养、妇女权益保护、老年人赡养等社会问
题频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家庭纠纷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极端刑事
案件，对社会治安带来严峻挑战。 ”最高法提
出，加强家事审判工作，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 全国各级法院将持续深入开展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回应社会关切、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进一步
加强执法办案，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依法保障
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 坚持以人
为本， 将案件审判由侧重财产权益保护转变
为全面关注当事人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情感
利益和财产权益，推动家事审判更加专业化、
人性化。

此外， 本次会议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与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妇联共同研究论
证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性意见。 下一步，
各部门将继续加强合作， 逐步解决反家庭暴
力法实施过程中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
中的各类问题，切实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
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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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法实施以来
全国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284份

近日，人社部印发了《关于将36种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 将36种谈判
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
围， 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
准。 今年4月人社部公布了44个拟谈判药
品的名单，经过与相关企业的谈判，其中36
个药品谈判成功， 成功率达到81.8% ，与
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 谈判药品的平均
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
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
场价格，大大减轻了我国患者的医疗费用负
担。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36个药品中包括

31个西药和5个中成药。 西药中有15个是肿
瘤治疗药，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
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曲妥珠单抗、
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来那度胺等多个社
会比较关注、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靶向
药位列其中， 其他分别为治疗心血管病、肾
病、眼病、精神病、抗感染、糖尿病等重大疾
病或慢性病的药物，以及治疗血友病的重组
人凝血因子Ⅶa和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重组
人干扰素β-1b两种罕见病药。中成药中有3
个是肿瘤药， 另外2个是心脑血管用药。 此
外，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充分体现了对医
药创新的重视和支持，列入谈判范围的西达
本胺、康柏西普、阿帕替尼等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专项药品全部谈判成功。

本次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是按
照《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有
关要求开展的，谈判坚持维护参保人权益，坚
持平等协商， 坚持客观评价与专家评估相结
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
险集团购买功能， 在显著提高医保用药保障
水平的同时大幅降低了社会负担， 有效控制
了基金支出，基本实现了医保、企业、参保人
“三赢”的目标，有利于提高广大参保人员的
获得感，也有利于引导合理医疗行为、促进医
药产业发展创新。

下一步，人社部将指导地方做好谈判药
品的落实工作，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
惠。 /新华社

人社部：
36种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乙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