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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秒钟，在广州地铁上

扫描扶手广告，乘客就能购

买扶贫产品；20分钟，在四

川消费扶贫馆，销售商能达

成一项购销意向；2到3天，

正处于采收旺季的新疆葡

萄，能通过消费扶贫销售渠

道，从天山下的果园来到东

部江苏市民的餐桌……

9月，以“万企参与，亿

人同行”为主题的全国首个

消费扶贫月启动。记者在多

地采访看到，扶贫产品购销

两旺，“买买买”既让消费者

得到实惠，又助力了扶贫产

业的发展。

搭建平台：扶贫消费购

销两旺

可可西里的青稞、洛川

的苹果、秭归的脐橙……9

月，走进南京农副产品物流

配送中心，来自西部8个省

区市的消费扶贫产品琳琅

满目，企业家和消费者在这

里边品尝边洽谈选购。

9月5日，江苏省消费

扶贫月活动启动首日，在这

个江苏省东西部消费扶贫

交易的平台上，有 20 家东

西部企业签署了扶贫产品

购销协议。月内还将有120

多家企业和50多家政府部

门单位展开洽谈对接。

8台“消费扶贫号”品牌

列车 9 月开始在广州地铁

线上穿梭。市民扫描车厢广

告上的二维码，就能进入广

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

易市场采购。广东省扶贫办

专职副主任梁健说，虽受到

疫情影响，今年该市场仍实

现了超3亿元的交易额。

依托日均3万采购车次

的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9月开馆的四川消费扶

贫馆人气迅速攀升。峨眉山

市广汇商贸公司负责人朱

小东参观了20来分钟，就开

始商谈采购细节。“扶贫产品

不仅品质好，价格也适中，有

些比网上还便宜。”他说。

服务全国832个贫困县

的“扶贫832”销售平台，上

线农副产品6万多个，今年

以来交易额已突破21亿元，

惠及近100万贫困农户。

各种消费扶贫平台的

搭建为全社会共同参与脱

贫攻坚提供了渠道。在四

川，1000台消费扶贫智能专

柜等设施将在9月底前“走

进”全省机关单位、国企、机

场和高校，21个市州年底前

将各至少建设 1 个消费扶

贫专馆……

提升品质：既买得实

惠，更助力脱贫

扶贫产品“买买买”鼓

励了脱贫的热情。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

美兴镇甘家沟村，海拔3200

米的大山上，扶贫第一书记

张飞用快手直播向粉丝推

荐当地农特产品。整个夏

天，他帮村民卖出了 12 万

元松茸，最近还有一家企业

一次性采购了 5 万斤小金

花椒。

当网络把贫困地区和

消费市场连接起来，消费扶

贫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仅在

快手平台，目前已累计有

660 多万来自贫困地区的

用户实现了增收，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不在少数。

“买买买”也让消费者

得到了实惠。无锡市民朱明

新从扶贫平台订购了一箱

新疆葡萄，价格便宜、到货

还快。从果园到餐桌，只用

了不到3天时间。据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价值8.34亿

元的扶贫产品丰富了江苏

居民的“菜篮子”和“果盘

子”。

秋收时节，昆明市寻甸

回族彝族自治县电商产业

园，工人正忙着分拣土豆。该

县科学技术和工业经贸信

息化局副局长陈老勇说，消

费扶贫正倒逼当地调整种

植结构，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为把东部的品质标准

带到西部，古称“沙洲”的江

苏省张家港市与古称“思

州”的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合作创立了一个“洲

州茶”品牌，也受到了消费

者的欢迎。

四川省注册申报了公

益性集体商标“四川扶贫”。

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

贫开发局局长降初说，这个

共建、共用、共享的小商标，

让大山里的农特产品有了

流向市场的“通行证”。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

截至8月底，我国中西部22

个省份共认定 94696 个扶

贫产品，全年可提供商品价

值总量9418.06亿元，已销

售1299.2亿元。国家、省、市

三级扶贫部门对扶贫产品

的认定进行全过程监管，扶

贫产品“买买买”可以更加

放心。

众人拾柴：让消费扶贫

健康可持续

为推销贫困户种植的

葡萄、苹果和西梅，新疆高

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

人胡国龙 9 月来回奔走于

江苏各地的展销会。“这些

水果正当季，不及时卖出去

就浪费了，希望能有更多销

售渠道。”他说。

与此同时，南京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董事长苏华正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考察，希望促

成果品深加工产业落地。他

认为，以市场为纽带，实现

供需匹配，就能促进消费扶

贫形成良性循环。

产业化是培育供需的

重要手段。广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专门成立研究院，研

发出刺梨系列产品“刺柠

吉”，通过新品发布、市场推

广等一系列活动培养消费

者市场，产品上市不到一年

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带动

贵州省数万人脱贫增收。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

张世祥认为，实现消费扶贫

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紧紧依

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又

要千方百计用好政府的“有

形之手”，建立消费扶贫工

作长效机制。

市场拓展与政策支持

的指向是大众化的扶贫消

费。丰收时节、消费旺季，从

灵活便捷的线上渠道到各

种消费扶贫专区、专馆、专

柜，扶贫产品离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近。“以购代捐”“以

买代帮”的扶贫理念也随着

扶贫产品的拓展逐渐在消

费者中普及。各方认为，随

着扶贫消费“人人皆可为、

人人皆愿为、人人皆能为”

的观念深入人心，消费扶贫

将更加健康可持续。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

来越近，中国冬奥军团的备

战也并未停歇。2020 年上

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世界的体育活动

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严峻形势下，严抓组

队工作、提升管理水平、补

齐体能短板成为各支国家

队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

各支国家队也正密切关注

国际形势，力争对国际赛事

的复赛做出最快反应。

与疫情赛跑 将影响

降到最低

今年3月，中国冰雪各

项目队基本顺利完成了外

训外赛任务，把疫情对训

练备战的影响降到了最

低。

中国奥委会发言人表

示，疫情发生之初，考虑到

国内严峻的防控形势，经过

综合研判，我们第一时间决

定正在国内进行专项训练

的队伍按照“不移动”原则，

继续在原训练地训练；国内

因雪场封闭等原因暂时没

有条件进行专项训练且没

有承担外训外赛任务的队

伍，集中安排到河北承德国

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进行

体能强化训练；承担外训外

赛任务的队伍能提前出国

的就尽量提前出国，能延长

在国外训练时间的就尽量

延长时间。

在各方的努力之下，中

国冰雪项目的队伍在前一

个赛季基本顺利完成了外

训外赛任务，把疫情对训练

备战影响降到了最低。在这

段时间，冰雪健儿在短道速

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单

板滑雪U型场地、自由式滑

雪U型场地、自由式滑雪坡

面障碍技巧等项目世界锦

标赛、世界杯分站赛和相关

重要赛事上均有较好发挥，

部分项目取得了成绩上的

突破。

上个赛季结束后，各

支冰雪国家队先后转入封

闭集训，进行专项训练和

体能训练。短道速滑队和

速度滑冰队在世锦赛推迟

的情况下组织“短道速滑

模拟世锦赛对抗赛”，检验

封闭训练期间强化专项训

练的成果。

新赛季，国际冰雪赛事

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冬运

中心副主任孙远富表示，目

前几个国际组织还没有非

常明确的赛季表。

对于相当多的冬季项

目来说，中国队的实力并不

处在世界顶尖，因此参加国

际积分比赛的数量对于获

得冬奥会参赛资格来说就

非常重要，在国际性赛事大

面积停摆的背景下，中国队

冬奥会资格争夺的进程也

被打乱，前方出现了更多的

未知因素。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在

我们国内办的高水平赛事，

对队伍来说也是一个迫切

需要。队伍长期的训练没有

检验，这是我们面对的非常

大的难题。”孙远富说。

加强管理 蓄势待发

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的干扰下，冬季项目的备战

工作依然在奋力前行。孙远

富介绍，以新赛季的组队为

抓手，冬运中心对于各支国

家队管理进行了大幅度加

强。严格遵照“四不组队”原

则，把牢新赛季队伍组建

关。即不组织体能达标测试

不组队、体能测试不达标运

动员不能入队，反兴奋剂工

作不达标不组队，财务有关

刚性要求不落实不组队，外

事违规整改不到位不组队。

体能方面，要求组队前

需组织体能达标测试，在各

队自行安排摸底测试基础

上，制定每名运动员的提升

和达标要求，体能强化训练

结束后进行达标测试，达标

测试后方可根据测试结果

进行组队。体能测试不达标

运动员，可进行补测，补测

仍不合格不能入队。

反兴奋剂方面，不提供

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兴奋剂

违规背景审查资料，不组

队。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外

籍人员，不签订反兴奋剂协

议，不组队。不明确队伍反

兴奋剂责任分工和运动员

的反兴奋剂管理责任人，不

组队。不做好外训药品审核

及医疗预案，不组队。

此外，在财务和外事方

面，也有十分具体的要求。

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阶段继续做好营造备战良

好外部工作，密切与各冰雪

项目国际组织联系及友好

合作关系，筹备2020/2021

赛季各项重要国际冰雪赛

事参赛工作，2020年8月，

冬运中心先后与世界冰壶

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以

及国际滑冰联盟举行视频

会议，重点探讨了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备战、国际组织

赛事安排和冰雪运动在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实

现了与各方凝聚共识、深化

友谊、促进合作的目标。

加强体能 补齐短板

7月，分散在各地进行

集训的冰雪项目国家队进

行了一次体能大比武，比武

在主会场河北承德国家雪

上项目训练基地，以及河北

秦皇岛、北京首钢、黑龙江

亚布力等11个分赛区同时

开赛。共有 30 支冰雪项目

国家集训队列阵集结，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展开体能

比拼。

备战比赛方面，速度滑

冰和短道速滑体能训练营

正在积极备战2020年度短

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暨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

滑项目测试赛。花样滑冰协

会正在推进世界花样滑冰

大奖赛分站赛工作，该比赛

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

决赛暨北京冬奥会测试赛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

中国军团在竞技场内外遇

到了诸多难题，距离冬奥会

越来越近，无论是练体能还

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国内、国

际比赛资源，都是为了增强

自身实力，实现全面参赛的

目标。

从精兵到冲刺，中国冰

雪健儿正为冬奥备战全力

以赴。

消费扶贫月来了，“买买买”如何既赢实惠又助扶贫？
文/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中国冰雪健儿全力以赴备战冬奥
文/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