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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特色 多点发力

持续推动移动支付示范镇建设
为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示范镇建设，持续优化海

岛、城乡支付环境，自开展移动支付示范镇建设以来，珠
海农商银行实施多项惠民便民金融举措，切实改善示范
镇内金融生态。

一、减费让利，普惠金融显真章。

珠海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普融共惠，守望城乡”企业
使命，始终致力改善海岛金融环境。结合前期充分调研
考察，选定桂山岛试点运行，开启海岛金融环境改善新
篇章。根据岛民金融支付需求习惯，迅速研究制定多项
减费让利措施：一是免收岛内商户二维码收单手续费、
手机银行汇款手续费等；二是岛内新增POS商户按成
本费率收费，同时免除通讯费。

二、由点及面，移动支付在身边。

移动支付因成本低、效率高、功能多等特点能突破
金融服务时间、空间限制，是有效改善海岛金融环境，实
现金融服务均等化的有力举措。为打消岛民对移动支
付产品顾虑，珠海农商银行通过升级桂山支行服务，打
造移动支付体验馆，由点及面普及宣传移动支付产品；
联合岛内较大型商户共建银联便民服务点，组织服务点

人员开展移动支付知识培训，共同助力移动支付普及使
用，从而形成以体验馆为中心，服务点为辐射的移动支
付宣传阵地，切实为岛民带来优质、便捷移动支付服务，
为改善海岛金融生态环境，助海岛经济腾飞积极行动。

三、便民惠民，助力海岛经济。

珠海农商银行积极响应人行以“云闪付APP”为载
体推动移动支付供给侧改革、促进支付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的举措，丰富银联合作方式，将移动便民支付融入海
岛经济方方面面：一是开展“约‘惠’盛夏·海岛支付新体
验”满50减15优惠活动，面向多家岛上民宿、超市合
作；二是“云闪付珠海农商银行IC卡消费，可享随机立
减”活动，面向全岛已开通云闪付支付功能的37家商户
使用。积极发挥海岛金融堡垒作用，广泛联合岛上民
宿、超市、海产店、餐厅推广移动便民支付应用，持续改
善优化用户体验，为来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支付方
式，构建海岛生态旅游便民惠民消费支付环境。

未来，珠海农商银行将结合移动支付与惠民服务站
建设，持续改善海岛、城乡营商环境，提升金融消费便利
性，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下沉县域，助力普惠金融纵
深发展。

“菠菜十几块钱一斤，快赶上肉
贵了！”在北京西城区一家生鲜超市
门口，市民吴阿姨连连感叹。

10月以来，全国多地菜价持续
上涨，个别蔬菜品种甚至“身价”翻
倍。据商务部监测，10月18日至
24日当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为每公斤 5.62 元，比前一周上涨
12%，其中西兰花、茄子和菜花批发
价格分别上涨 26.8%、24.7%和
24.6%。

各地菜价接连上涨，原因有哪
些？

业内人士分析，每年这时候正
是“青黄不接”之时，夏季蔬菜上市
基本结束，秋冬蔬菜少量上市，市场
供应量减少，会带来菜价上涨。

“今年强降雨和低温等不利天
气，放大了鲜菜价格的季节性波
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
室主任郭丽岩说，9月中下旬以来，
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持续低温阴雨
天气，导致蔬菜生长放缓，田间湿度
大加重了病虫危害，多地蔬菜大面
积延期上市甚至减产，引发菜价较
大幅度上涨。

北京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介
绍，以菠菜为例，受连续降雨影响，
山东聊城露地生产的菠菜被浸泡，
目前只有辽宁等地少量大棚菠菜可
以上市，市场供应大幅减少，推动菜
价一路走高。

此外，专家指出，我国蔬菜产区
和销区相对分离，暴雨等天气对蔬
菜采收和跨区域调运造成不便，收
购和物流成本增加，短期也放大了
价格波动幅度。今年以来，化肥、汽
柴油价格上涨，进一步抬高蔬菜生
产流通成本。

为了确保百姓“菜篮子”拎得
稳，多部门近期纷纷出台一系列保
供稳价相关举措。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加强田间管理，提高蔬菜
的抗逆性和丰产性，针对后期可能出
现的寒潮低温天气，指导落实设施蔬
菜防寒保温、露地蔬菜简易覆盖等防
灾减灾措施。同时，指导受灾地区和
大中城市合理安排品种结构和种植规
模，因地制宜发展速生叶菜、芽苗菜，
增加市场供应。

“商务部密切关注全国及疫情散
发地区的市场供求、价格变化，在强化
监测预警基础上，部署地方做好今冬
明春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适时
投放政府储备，督促商贸流通企业加
强产销衔接，增加重点时段备货数

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10
月28日说。

各地政府和企业也在行动——
北京研究制定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
减免进场交易费方案，直接降低经
营商户和运输司机的进场交易成
本；上海多家批发市场通过做好
供应商联动、“郊菜不足客菜补”
等方式，加大客菜供应量；甘肃、
内蒙古多地成立专门物资保障工
作组，合力加强调配，保障市场供
应稳定……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晶分析，后续随着蔬菜产
能恢复，一些推迟上市的蔬菜集中

上市，秋冬季蔬菜供应总体是有保
障的，部分品种价格后期有望出现
回落。

“农业投入品价格和运输成本
维持高位，加之气象部门预测今冬
将形成拉尼娜事件，可能出现极端
天气，对部分地区蔬菜生产造成影
响，价格高位运行的压力仍存。”张
晶说。

专家建议，各地要合理安排
跨区采购和调运，及时补给本地
鲜菜消费，完善冬储蔬菜机制，多
措并举做好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保
供稳价。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菜价因何涨？几时降？

10月以来，全国多地菜价持续上涨，个别蔬菜品种甚至“身价”翻倍。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春10月29日电 由
吉林大学牵头的中外研究团队近日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借助最新
的古基因组技术，研究人员发现新
疆塔里木盆地的古老人群代表了一
支距今约9000年，广泛存在于欧亚
草原中、东部广袤区域的古老遗传
谱系，这一人群虽然遗传隔离但与
外界的文化交流并未阻断。这一发
现对还原古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历史
和阐释新疆在欧亚文明中的地位意
义重大。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对于
欧亚文明研究十分重要。其中，塔
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等遗址因独特
的墓葬形制以及文化特征备受关
注。研究人员成功获得了这一地区

距今5000年至3500年的古人类高
质量基因组数据，并通过对基因组
数据进行大数据建模分析，发现了
一支更新世晚期由古北亚和古东亚
成分组成的，广泛存在于欧亚草原
中、东部广袤区域的古老遗传谱
系。经计算，小河人群的祖先成分
形成时间距今约9000年。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吉林
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崔银秋
介绍，这一谱系与青铜时代的欧亚
草原人群以及中亚绿洲人群都没有
直接的遗传联系，也没有显示出与
任何其他全新世群体混合的迹象。
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塔里木盆地独
特的沙漠环境形成的天然遗传屏
障，造成该区域古代人群长期的遗

传隔离。
然而，长时间遗传隔离并未阻

断该地区与外界文化和贸易的交
流，研究人员在牙结石中发现了小
河人群长期大量食用奶制品，考古
中还发现了墓葬中有小米以及小麦
等证据。

崔银秋说，这一研究重塑了人
们对新疆以及欧亚草原的人群演化
过程的认识，阐释了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欧亚大陆上多文化交流融合的
并存之地，展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
文化之绚烂多彩。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研究结果于10月27
日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在
线发表。

中外学者发布在新疆最新研究成果

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古老遗传谱系

新华社北京 10月 29日电
孩子不爱喝水，让很多家长挠
头。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医师潘慧、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
医学八年制2015级在读博士生
吴丹宁提示，正确培养孩子喝水
的习惯，家长要避开五大误区。

只在口渴时才大量喝水？当
孩子感到口渴时，水分丢失量可
达体重的2%至5%，身体已处于
慢性缺水状态。缺水将导致血液
浓缩、血容量下降，进一步发展会
造成细胞脱水，引起食欲降低、精
神萎靡、四肢乏力等症状。长期
缺水更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因
此，家长可通过小游戏、语言诱
导、更换孩子喜欢的水杯等方法，
引导孩子定时、定量喝水。

多喝水能排毒？强迫孩子喝
过多的水不仅会占据胃容量，影响
孩子食欲，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孩子
营养不良。当摄入水分过多，超过
肾脏排出的能力，还会导致孩子体
内电解质紊乱。根据《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成人每日推荐饮
水量应达到1500至1700毫升，而
孩子所需饮水量则因年龄、饮食结
构、生活气候、日常活动量等不同
有较大差异。家长要细心观察孩
子的精神状态、是否会口渴、小便
量和颜色等，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指导孩子喝水。

只喝纯净水会营养不足？其
实，孩子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和
钙、镁等矿物质主要来源于食
物。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
质准则》对水中的矿物质含量没
有提出要求。无论是白开水、纯
净水还是矿泉水，只要符合饮用
水卫生标准，都可以满足补充水
分的需求。

喝牛奶、鲜榨果汁可以代替
喝水？果汁中含有大量的糖，牛
奶中钙、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
高。大量饮用这些饮品会影响孩
子的食欲，使孩子养成不良的饮
食习惯，不喜欢喝白开水，更会造
成过多的能量摄入，而多余的能
量是引起儿童肥胖、糖尿病的元
凶。此外，大量饮用牛奶时，过量
的蛋白质会影响钙的吸收。

吃饭时多喝水可以助消化？
由于孩子的消化功能发育不完全，
大量的水会稀释胃酸，导致消化食
物的能力下降，也会影响胃的蠕
动，甚至可能诱发肠胃炎。吃饭时
喝水还可能导致咀嚼不充分，唾液
分泌减少，不利于胃肠的消化吸
收。因此，孩子在吃饭前后和吃饭
过程中都不宜大量喝水，应在饭前
半小时或饭后两小时喝水。感觉
口渴或噎食时可以适当饮水。

孩子不爱喝水？
家长要避开这些

“喂水”误区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9日电 进
入秋冬后各地医院急诊科脑卒中病
人明显增多。高发病率、高病死率和
高致残率的卒中，已成为危害国民健
康的重大疾病之一。10月29日是

“世界卒中日”，专家表示，除了提前
筛查发现卒中高危因素外，对于发生
过卒中的患者来说，卒中后居家康复
护理也是防治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浙江省卒中学会护理学分会首
任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兰美娟介绍，
在脑卒中患者康复过程中，早期康
复理念的介入，以及教会患者及家
属掌握康复的基本技能，有助于帮
助患者尽早回归正常生活。大部分
卒中患者需要居家康复，在患者居
家康复过程中，家属要重点关注卒
中后并发症的管理。

“我们会给病人提供一份个体
化的康复清单，详细标注不同阶段
的康复建议，随着‘互联网+护理’的

推广，医生和护士也可以在线上为
患者提供免费咨询。”兰美娟说。

“部分患者回家后会有吞咽困
难、肢体活动障碍等情况，家属要做
好吸入性肺炎、压疮、下肢静脉血栓
等并发症管理，出院时医护人员都
会告诉患者回家后的注意事项，家
属一定要认真去落实。”浙大二院神
经内科护士长杨红燕说，卒中患者
的康复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影响康复效果。

卒中成为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

居家康复护理需警惕并发症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
六次峰会将于10月30日至31日
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作为本
次峰会的东道主，意大利方面宣布
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气候变化、新
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全球
人道主义形势日趋严峻，新冠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应对气候变化迫在
眉睫，二十国集团机制已召开2次
领导人特别峰会和约20场部长级
会议讨论全球性问题。此次峰会作
为“收官”会议看点颇多，外界期待
各方就重要全球性问题取得重要成
果。

气候变化：目标一致 方案自主

G20成员包含主要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三
分之二，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
8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在即，
G20成员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与行
动方案，对联合国气候谈判取得成
果和加快实现气候目标十分重要。

目前，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已
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明确行动方
案，但各国之间经济、能源结构迥
异，能源转型方案也不尽相同。中
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巴西将在2030年前
杜绝非法砍伐森林，2050年前实现
碳中和。俄罗斯正在考虑设定
206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可能性。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
国，但尚未宣布计划何时实现碳中
和。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碳排
放相比1990年水平减少55%，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

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
教授拉斐尔·马尔凯蒂认为，气候变
化是国际社会当下面临的最重要挑
战之一，但考虑到各国处在不同发
展阶段，各国应当采取自主的应对
策略。G20峰会为各方提供对话平
台，为后续会议和未来决议做好铺
垫。

新冠疫情：着眼未来 消除
“免疫鸿沟”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
全球累计报告接种超过68亿剂次
新冠疫苗，完全接种人口约占世界
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低收入国家获
得的疫苗总量不到全球疫苗总量的
0.5%，急需获得疫苗。世界卫生组

织此前表示，要实现到2021年年底
为所有国家约40%人口接种新冠
疫苗、到2022年中期将接种人口比
例提升至70%的全球新冠疫苗接
种战略目标，将至少需要110亿剂
疫苗。目前全球疫苗产量接近每月
15亿剂，相关国家应避免限制出口
或超量囤积，只要公平分配，就有足
够疫苗产能来实现这一目标。

G20成员在疫苗研发、生产与
接种数量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9
月举行的G20卫生部长会议同意
共同致力于建立应对新冠等疫情的
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国际社会对类
似卫生事件做出迅速反应，促进各
国享有诊断、治疗和接种疫苗的公
平。具体举措与最终决议，将在本
次峰会上讨论通过。

意大利媒体撰文分析认为，各
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新冠肺炎等传
染性疾病会对各国和全球安全造成
威胁，因此需要在国际卫生安全机
制层面做出变革，而G20峰会正是
完成这一任务的恰当时机。

罗马大学教授朱塞佩·德阿尔
坎杰利表示，G20在帮助疫苗公平
分配上大有可为，它能比七国集团
等组织做得更多。

经济复苏：探讨化解疫后潜
在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恢复呈现两极
分化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
计，发达经济体产出将在2022年恢
复到疫情暴发前预测的水平，到
2024年还将稍稍超过疫情前的预
测水平，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到
2024年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
5.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
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亚当·特里格
斯撰文指出，世界经济正面临双速
复苏问题，富裕世界经济过热，贫穷
世界停滞不前。如果任由这种情况
发展，贫富两个世界很快就会开始
向对方输出问题，形成危险的反馈
循环。

分析人士预计，作为经济领域
的重要国际多边平台，G20峰会将
重点讨论解决疫情后全球经济发展
的潜在危机，而应对经济双速问题
应是其首要任务。另外，本次峰会
还将讨论跨国企业税率、数字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

马尔凯蒂表示，G20联结东西
方主要经济体，既有发达国家也有
发展中国家参与。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广泛支持，帮助其提高疫苗接种
率、增加财政空间和重建卫生系统，
将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重
点。 新华社罗马10月29日电

气候、疫情、经济
——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看点扫描

英国政府定于29日召见法国
大使，就法国政府因渔业争端打算
制裁英国“讨说法”。

针锋相对

英国外交发展大臣伊丽莎白·
特拉斯28日说，她已经指示负责欧
洲和美洲事务的官员温迪·莫顿次
日召见法国驻英国大使卡特琳·科
隆纳，要求科隆纳就法方对英方“令
人失望和不妥的威胁”作出解释。

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遗憾的
是，法国政府就这件事持续发表对
抗性言论，令事态更加棘手。”

法英这一轮渔业争端已持续数
月。依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英国

“脱欧”后相关贸易协议，欧盟国家
渔民目前能够获得捕捞许可，进入
英国海域捕鱼。不过，英国泽西岛
地方政府4月出台新的捕鱼许可制
度，要求法方渔船提供2017年初至
2020年初的本海域捕鱼数据，在此
基础上授予今年的捕鱼许可。法方
认定这一规定违反“脱欧”协议，英
方则予以否认。

按照法国政府说法，法方向英
方提交的捕捞申请中，超过一半遭
拒绝或仍等待审批。英国政府则在
27日的声明中说，总体而言，来自

欧盟国家捕捞申请中，98%获得批
准。法国海洋事务部长安妮克·吉
拉尔丹反驳称，实际获批比例是
90%，而没获批的“除了一两艘比利
时船，全是法国船”。

各有压力

法国发布制裁措施当晚，法国
海事部门在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
附近海域巡逻时对两艘英国渔船作
出处罚，理由是其中一艘渔船不配
合检查，另一艘渔船缺少完整的捕
捞许可，后者被要求行驶至勒阿弗
尔港接受进一步处理。法国一名检
察官说，这艘渔船面临7.5万欧元
罚款和行政处罚。船主则坚称捕捞
合法，法方举措出于“政治动机”。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大
臣乔治·尤斯蒂斯反驳法方有关英
方渔船缺少捕捞许可的说法，认为
法方作出威胁性举动，违反“脱欧”
后相关贸易协议以及国际法。

欧盟方面表示，接下来几天将
继续与英法对话。英国内政大臣普
丽蒂·帕特尔28日说，英方将继续
与法方和欧盟磋商，努力解决渔业
争端。法国总理让·卡斯泰表示，他

“一直对（与英方）对话持开放态
度”。 （据新华社专特稿）

渔业争端再升级
英国要召见法国大使“讨说法”

世界卫生组织28日在瑞士日
内瓦总部发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
全球计划》，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最
迟到2030年把道路交通伤亡人数
降低至少50%。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道路交通事
故每年造成全球将近130万人死亡、
大约5000万人受伤，是全球范围内
导致儿童和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
因。按照目前趋势，今后十年还可能
造成大约1300万人死亡、5亿人受
伤，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

联合国大会2020年一致通过
74/299 号决议，宣布 2021 年至
2030年为“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其
目标是在这十年间把交通事故伤亡

人数降低至少50%。
世卫组织分管非传染病、残疾、

暴力和伤害预防事务的官员艾蒂
安·克鲁格说，自人类发明汽车以
来，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死于交通
事故，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任何
一场疫情致死人数。《道路安全行动
十年全球计划》“将引领各国走上一
条更加可持续的道路”。

世卫组织说，各国各地区应以
《全球计划》为蓝本，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各级规划。《全球计划》目标受
众不局限于政策制定者，还包括民
间团体、学术界、私有企业、社区和
青年才俊等与道路安全息息相关的
群体。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世卫组织发起“道路安全行动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