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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大足区万古镇境内，
车辆在渝蓉高速公路上来回穿梭。
目前，大足“12+4”高速公路枢纽布
局基本形成，“1小时朋友圈”得到有
效拓展。“十四五”期间，大足区将围
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
主城都市区桥头堡城市”两大定位，
2022年计划投资17.83亿元，加快建
设成渝中轴综合交通枢纽和主城都
市区西部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基本
建成“衔接顺畅、转换快速、高效便
捷、安全可靠、智慧绿色”的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满足群众高品质出行
需求。

新渝报记者 蒋世勇 欧柚希
实习生 曾毅嘉 摄

今年投资近 18 亿元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李海 文/图

8月 23日，记者跟随大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前往
药店突击检查“四类”（包括退烧、止咳、抗
病毒、抗生素类药品）药品销售登记情况。

出发前，科长陈林率先来到办公
室，登录“重庆市零售药店疫情常态化
监测警戒系统”，查看昨天的“四类”
药品销售情况。显示屏器上清晰显
示，8月 22日全区 480余家药店的“四
类”药品销售情况——何时，在何药
店，销售给何人，以及购买人身体是否
发烧等信息。

“这些药品信息，镇街和区镇两级卫
健、市场监管部门都能实时看到。”陈林
解释说。而在今年 4月前，全市卫健部
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四类”药品的信
息一直未能互通。

这一现象得以改变的契机源于大
足 4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流调排查工作中，两部门“四
类”药品信息不流通，药店“哨点”作用

发挥延迟，弊端显现。大足区立即安排
整合资源，做出了一个在全市来说“出
格”的举措——打通两部门“四类”药品
信息壁垒。

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就
是打通两部门信息壁垒的主要力量。疫
情期间，陈林带领科室的三位女同志，共
同作战，倍加频繁地突击检查药店疫情
防控和“四类”药品销售情况，同时积极
与市市场监管局、大足区卫健委以及各
镇街卫生院交流沟通。仅三天时间，各
镇街的卫生院就成功开设“重庆市零售
药店疫情常态化监测警戒系统”管理员
账户。

市场监管部门与镇街以及卫健部门
共享“四类”药品销售情况、建设“战时信
息共享桥梁”这一举措，不仅确保“四类”
药品登记信息的及时报送，也实现了疫
情防控大数据的综合利用和分析，能够
及时根据信息采取重点关注、跟踪治疗、
上门采样等措施。经检验，该举措有效
打通了信息销号通道，引起了全市其它
区县的学习热潮。

“你们的‘四类’药品有没有实名登
记？”查看完系统内的报送信息后，陈林
带领同事突击检查药店。每到一处，他
们都认真查看药店安全管理、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四类”药品销售实名登记
App系统使用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零售药店措施落实不到位等情况，陈
林及同事们会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同行中，该管理科科员向记者介绍，
最近一个月，科室已经突击检查了上百
家药店了。

交谈中，管理科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突击检查只是为了督促零售药店做
好“四类”药品监测预警工作。未来，他
们还将落实实名登记、严格登记流程，
推动“重庆零售药店常态化疫情监测警
戒系统”全覆盖使用，并以该系统为基
础，加强各镇街市场监管所与辖区社区
排查组的主动对接，持续畅通“四类”药
品报送渠道，让疫情防控网更牢。

新渝报讯（记者 胡才荣）重庆地方
标准（DB50/T 867.32-2022）《安全生产
技术规范·小五金制造企业》（以下简称

《规范》）日前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式发布，将于 9月 30日起实施。这是
我市针对特色行业尤其是大足小五金制
造企业制定的首个安全技术规范。

何为小五金制造企业？《规范》定义：
依法成立且取得许可，有固定场所，以金
属材料及其它材料配件为原料，采用剪
切、冲压、车铣、焊接、热处理、打磨或电

镀、装配等一种或多种加工工序，制成
刀、锯、锄、钉、螺丝（螺栓螺母）、建筑和
家具小金属件、小金属工艺品、手持金属
工具等成品的生产组织。

《规范》提出，企业应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包括：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厂长等主要负责人的全面责任，管理
负责人的管理责任，技术负责人的技术责
任。体现“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的原则，从细节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规范》对 15个版块提出了要求和

约束，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原则和要求、基础管理、生产设
施、生产设备、特种设备、供配电、职业健
康、消防、危险化学品、劳动保护、作业安
全、安全生产标准评定。

《规范》由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归口
市经信委组织实施。大足五金商会、翔
锋工具公司、明友钢具公司、邓氏厨具公
司参与文件编制。

审查专家组专家成员陈勇、黎光明
认为，大足小五金制造企业逾千家，长期

以来自动化水平不高，安全生产管理粗
放，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照《规范》
差距甚远，应予重视。建议各企业对照
标准，加强学习，加大投入，加强整改，确
保达标。有关单位要组织培训，建立专
业团队对企业辅导服务。

《规范》的实施，将促使大足小五金
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情况自查和监督检查
协调统一，有利于提高小五金制造行业
安全生产管理和技术的总体保障能力，
达到全行业生产活动本质安全。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8月 25日，记者从
大足石刻研究院获悉，继 8月 20日暂停开放北山石刻
景区后，目前宝顶山石刻、大足石刻博物馆、大足石刻
游客中心、宝顶山圣寿寺等景区也暂停开放，景区关闭
时间为8月25日至31日。

据悉，此次景区暂停开放是为应对当前持续晴
热高温，加强景区设施设备检修抢修，确保文物和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大足石刻研究院已
发布《关于暂时关闭大足石刻景区的公告》，并提醒
游客提前做好旅游行程安排，如已预约购票的游客
请通过购票平台自行办理退票，退票咨询电话为
023-43766699。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大足区特色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种养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目前农产品缺
乏精深加工，致使某些产品集中上市产生积压滞销甚至损
坏。对此，很多种植大户选择修建冷库保鲜储存农产品，
但是一般种植户难以承担冷库建设费用，更难以承担冷库
开支。因此建议打造“共享冷库”系统，既有效解决农户需
求，又解决某些已建冷库空余闲置、资源浪费的问题。

依托数字化应用，帮助种植户实时查看库存容量，实
现线上预约；运用“互联网+”及AI识别智慧监管手段，监
管人员能随时查看冷库的人员货物进出仓登记、进出车
辆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全面消杀留痕、采样结果登
记、从业人员培训等信息，确保作业流程规范。“共享冷
库”可建立收储情况台账，实现统一管理、统一监控、统一
排查。农闲时还可以多元化使用冷库，如培育菌菇等。
同时，落实相关行业部门的监管职责，确保食品安全。

“共享冷库”系统不仅能帮助盘活冷库闲置资源，
提高冷库使用效率，提升农户抗灾能力，还能实现错峰
销售提高收益，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打通农产品流
通关节。 （大足区棠香街道 郑斯璇）

大足石刻景区全面暂停开放

推动“共享冷库”系统建设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新石村1组张顺明（身份
证号：510230196302055717）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630205571744），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水口村8组袁夕斌（身份
证号：51023019700606527X）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700606527X12），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突击检查。

高温送清凉

连晴高温，在“汗蒸”模式下的双路街道双南路社
区，一线工作者们仍坚守工作岗位。8月25日，社区组
织志愿者们，为一线工作者们送去了消暑解渴的饮品，
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新渝报记者 罗冠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