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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博览天

价格更低
瑞士居民到法国检测新冠

由于瑞士本月停止提供免费新冠检测，
一些边境地区居民选择到邻国法国购买价格
更便宜的检测服务。

据媒体报道 ， 眼下在瑞士多数地方，一
次快速抗原检测收费 47 瑞士法郎（约合 327
元人民币）， 一次更精确的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检测收费 134 瑞郎（933 元人民币）。在
法国，这些检测费用要低得多，自 10 月 15 日
起，一次快速抗原检测收费最高不超过 22 欧
元（约合 164 元人民币）,一次 PCR 检测收费
最高不超过 44 欧元（约合 329 元人民币），且
检测结果获得瑞士方面认可，可用来办理“新
冠通行证”。 （据新华社）

数据为证
最富 10%美国人掌控 89%美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项最新数据显
示，美国最富有的 10%的人群，现在持有 89%
的美国股票，创下纪录。

美联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美国最富有 10%群体持有的企业股权和共同
基金占比创纪录， 同时财富位于底层的那
90%美国人在个人持股中仅占 11%，比疫情前
低一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期间，最富 1%群体的企业股权
和共同基金盈利超过 6.5 万亿美元，而财富位
于底层的那 90%美国人仅盈利 1.2 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

“猪满为患”
英国急从境外招屠夫

英国政府 14 日宣布， 将发放 800 份为期
六个月的应急签证，从境外招募屠夫，帮助国
内肉类加工商提高生猪屠宰量，缓解用工荒导
致的“猪满为患”状况。

“近几个月来， 生猪加工行业面临独特的
压力，”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大臣乔治·
尤斯蒂斯告诉记者：“我们将依照‘季节性工
人’计划，允许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处理生猪
的屠夫临时入境，最长停留 6 个月。 ”

全国猪肉生产商协会说，英国“脱欧”加上
新冠疫情导致欧洲工人流失，全国积压的待宰
生猪约 12 万头。一些养猪场“猪满为患”，担心
违反限制养殖密度的法律，不得不宰杀越长越
肥的猪。

尤斯蒂斯说，“清空”国内目前积压的待宰
生猪大约需要从境外招募大约 800 名屠夫。

（据新华社）

20日清晨 6时许， 随着北京冬奥组委赴希腊代表团抵达首都机场， 北京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
京。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北北京京冬冬奥奥火火种种抵抵达达北北京京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国家网信办专项整治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思北） 记者 19 日从国家
网信办获悉， 为切实解决账号运
营存在的突出问题， 国家网信办
近日召开“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
运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全国视
频工作会议时提出， 将对即时通
讯、新闻资讯、论坛社区、网络直
播、知识问答、生活服务、电子商
务、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各类网
站平台账号乱象进行集中整治。

据悉，专项整治行动将紧盯违
法违规账号“转世”、互联网用户账

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网络名人账
号虚假粉丝、互联网用户账号恶意
营销、向未成年人租售网络游戏账
号等五类账号运营乱象。

其中， 针对违法违规账号“转
世”，专项整治行动将加强账号注册
管理， 严禁已被依法依约关闭的账
号以相同名称、 相似名称等关联名
称重新注册， 对于已被关闭的账号
主体， 根据违法违规程度设置一定
的禁止重新注册期限。 针对互联网
用户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 将坚
决处置假冒仿冒党政军机关、 企事

业单位、新闻媒体等组织机构名称、
标识，以假乱真误导公众的账号等。

整治网络名人账号虚假粉丝，将
全面清理“僵尸”粉、机器粉，大力打击
通过雇佣水军等方式的非自然涨粉
行为。此外，因机构调整等原因无法注
销的政务号也将予以集中处置。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将强化
统筹协调，通过进一步加强账号注
册、使用和管理全流程动态监管，
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引导账号主体规范账号运营行为，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0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农业
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会上，农业农
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
衍德表示，目前，秋粮收获已近八
成，秋粮增产已成定局，全年粮食
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7 年保
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今年以来，粮食和农业生产喜
获丰收。 夏粮量质并增，产量 2916
亿斤、增加 59.3 亿斤。 其中，优质
专用小麦面积占 37.3%， 提高 1.5
个百分点。 早稻实现增产， 产量
560 亿斤、增加 14.5 亿斤，连续两
年增产。“这为开新局、应变局、稳
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衍德说。

近期北方降雨频繁，对秋收秋种
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连阴雨对秋粮产量影响总体
有限，主要影响的是秋种。”据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介绍，尽管近期河南、山西、陕西遭
遇暴雨，局部灾情严重，但总的来
看， 全国农业受灾程度轻于常年。
但由于土壤普遍偏湿，腾茬整地困
难，冬小麦播种受到一定阻碍。

截至 10 月 19 日，全国冬小麦
播种进度 26%，比常年慢了 27个百
分点，特别是河北、山东、山西、河
南、陕西大部播种比常年晚了 15天
以上。 今年晚播麦比例大，晚播麦冬
前积温就不足， 将导致冬前分蘖减
少、个体偏弱、群体偏小，不利于培
育冬前壮苗。 不过专家表示，小麦生
育期长，达 230 天，回旋余地大，只
要冬前能播下去， 开春后管理措施
跟得上，夺取丰收还是有希望的。

潘文博表示，针对秋雨对秋收
秋种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严峻挑战，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坚持问题导
向，采取超常规措施，迎难而上、精
准指导，重点抓三件事：一是抓好秋

收扫尾，确保颗粒归仓；二是抓好秋
播秋种，力争冬小麦面积不下降或
少下降；三是抓好冬前和早春的麦
田管理，为明年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总的来看， 今年粮食再获丰
收，“菜篮子”产品量足价稳，农业
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乡村富民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 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农村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为促
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但也要看到，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还受农资价格高位运行、国际
农产品市场波动等影响，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曾衍德表示，下一步，农业农
村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紧盯目标，加大力度，
狠抓落实，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不折不扣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 （据中新网）

秋粮收获近八成 增产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7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