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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共享按摩椅“攻城略地”，在商
场、电影院、火车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
见。不少品牌的共享按摩椅还进行了升
级换代，以小隔间的方式“安家落户”。8
月初，在重庆火车西站，由于共享按摩椅
保护层被破坏，一名女乘客的长发不慎卷
入其中，整个人动弹不得，最终在众人帮
助下才得以脱困。共享按摩椅一直是大
众讨论的热点，对于消费者来说，共享按
摩椅是享受还是难受？近日，记者走访了
我市部分商场、电影院了解相关情况。

共享按摩真的放松、享受吗

10月15日，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电影
院，除城西区一家影院表示没有安装共享
按摩椅外，其余多家影院的部分影厅内均
设置了按摩椅。

“我体重比较轻，没办法把共享按摩椅
的座椅完全按下，整场电影全程直挺挺坐
着，椅背上的两个按摩球还抵着脖子，很不
舒服。”刚刚结束观影的谢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在城北区一家电影院了解到，该
影院的观影厅均设置有共享按摩椅。当
观众落座后，按摩椅会免费开启短时“试
用模式”供观众体验。若需要继续按摩，
则需扫码付费。

共享按摩椅往往设置在大部分观众
首选的最佳观影区，占据影厅“C位”。为
了获得最佳观影体验，观众在购票时不得
不选择装有共享按摩椅的位置。对于有
按摩需求的观众来说，不失为一种“享
受”，但对于不想按摩的观众，共享按摩椅
则变成了负担。

“买票的时候不知道，到了现场才发
现是共享按摩椅。还比普通座位贵十元
钱。”市民杨波说。

记者询问了城西区某影院的前台工
作人员，她说：“影院已在观影平台上对座
位类型进行标注，观众可按需购买。按摩
椅厅的票价稍贵，观众还是更多地选择普
通观影厅。日常影院的保洁人员会对按
摩椅做基础清洁，厂家工作人员半年左右
会来对按摩椅进行维修保养。”

共享按摩椅使用现状堪忧

10月16日，记者来到城西区一家大型
商场。该商场一、二、三层楼的卫生间前、
过道处等空位均摆放了共享按摩椅，采用

小隔断式放置，装饰精美。逐层走访后记
者发现，除了餐厅门口的等位区设置有普
通座位外，该商场内部没有专门的休息
区，只设置了共享按摩椅区域。而部分共
享按摩椅上虽然有人躺坐，但是仅有一人
在使用按摩功能，大部分座椅空置无人。

正在共享按摩椅上歇脚的佟先生说：
“商场里没看到休息区，按摩椅上也没人，
逛累了就坐在这休息一会。”

记者来到另外一家商场。这家商场
除了共享按摩椅外，还设置有普通座椅供
人休息。当询问到共享按摩椅的卫生问
题时，商场前台人员告诉记者：“有时会见
到按摩椅厂家的工作人员对座椅进行清
洁。”但记者实地观察发现，不少按摩椅上
依然有食物碎渣，且皮质座椅存在缝隙，
很容易清洁不到位。商场人流量大，无法
时刻保持共享按摩椅的干净清洁。

记者以使用者的身份拨打了商场内
某家共享按摩椅的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
示，若所使用按摩椅有卫生或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可登记按摩椅ID号或将按摩椅信
息拍照反馈至官方公众号，相关人员会及
时进行后续处理。

如何确保共享按摩椅安全卫生

共享按摩椅作为一种公共设施，其安
全和卫生问题备受关注。“随处可见的共
享按摩椅要想服务好消费者，首先应确
保安全、清洁。”相关专家建议，共享按摩
座椅的厂商应该负起责任，定期对按摩
椅进行维护、清洁和保养，为消费者创造
良好的使用条件，改善消费者的体验。
商场、影院、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应在提供
共享按摩椅的同时设置好其他休息区域，
供大众按需选择；在共享按摩椅区域也应
放置使用说明与安全警示，做好提醒工
作。此外，消费者应该根据自身需求和
身体状况理性选择共享按摩服务，在使
用共享按摩椅之前，可对按摩椅的卫生等
情况进行检查；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应及时维权。

记者咨询了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
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若消费者认为使
用共享按摩椅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可拨打共享按摩椅公司所在地的12315进
行投诉。

（实习记者 李静 摄影报道）

近年来，湟中区通过“粮改饲”项目，
调整种植结构，引导农民和合作社大规模
种植饲料玉米，满足了现代草业发展层次
需求，走出了“以草养畜、种养结合、草畜
联动”的新路子，推进了种养双赢新格局。

“粮改饲”为草食家畜提供“营养餐”

在湟中区甘河滩镇卡跃村青海薯乐
种养殖合作联社青贮玉米地里，大型收
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玉米秸秆被快速
切割、粉碎，然后再从收割机出草口“吐”
出来，转移到同步行进的运输车厢中。
青海薯乐种养殖合作联社负责人刘延魁
告诉记者：“联合社今年种植青贮玉米
2600亩，已经收割了1600亩左右，预计青
贮量达到 1 万吨，实现经济效益 100 多万
元。”

来到湟中区汉东乡拉布尔村旭泰种
养殖合作社青贮玉米地里，合作社理事长
王守鹏正开着收割机对青贮玉米进行收
割、粉碎；在合作社饲料棚里，工人正在用
青贮饲料拌料；牛圈里的牛正享受着美味
的玉米青贮饲料。王守鹏告诉记者：“现
在养殖场里有400头牛、1026只羊，今年种
植青贮玉米850亩，种的青贮饲料完全能
满足养殖场的饲料需求，剩余的经过加工
第二次销售，利润相当不错。”

“粮改饲”有效促进种植结构调整

青贮，就是将玉米棒子连着秸秆一起

粉碎，青贮发酵后被打包成 0.5 立方米大
小的块，用于冬季饲养牲畜，牛羊吃了生
长速度快，奶牛产奶量高，减少了玉米豆
粕等精饲料用量，降低了养殖成本。同
时，将秸秆等饲草转化为牛羊等草食家畜
优质的“营养餐”，减少了秸秆等资源的乱
堆乱放。“我们的青贮质量特别好，喂牛的
话，每头牛每年精料的节省率能达到30%，
每头牛在育肥的过程中，能节省400元到
600 元的饲料钱，也等于转换成了我们的
利润。”王守鹏说。

走进湟中区多巴镇鲍丰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的院子里，铲车、自动包膜机、
叉车正在流水线作业，不远处整齐地摆
放着一个个已经打包好的青贮饲料包。
湟中鲍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鲍
霞说：“我们是从 2014 年开始种青贮玉
米，今年种植面积是 1000 亩，实现了全
程机械化收割，年产值是 5000 多吨，纯
收入达到 50 多万元，带动固定就业 19
人。”

近几年，湟中区通过“粮改饲”项目
实施，有效促进了种植结构调整，逐步扩
大饲用玉米种植规模，2023 年种植饲用
玉米达 3 万亩，燕麦饲草达 8 万亩，参与
种植加工的专业合作社达 130 多家。目
前饲用玉米收割正在进行，预计青贮量
达 8.4 万吨以上，发放青贮补助 504 万
元。“种植饲用玉米可产生更高的经济效
益，纯收入每亩可达 500 元以上，全区可

实现经济收入达1500万元，生产的8.4万
吨青贮饲料可满足22万个羊单位一年的
饲喂量，从而减轻草场压力，为草原生态
保护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湟中区畜牧
兽医站副站长何成伟介绍道。

“粮改饲”推动草食畜牧业节本提质增效

“粮改饲”既是调整种植业结构的重
要切入点，也是推动草食畜牧业节本提
质增效的重要着力点，通过“粮改饲”实
现“种养双赢”，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后，湟中
区在保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
饲用玉米种植规模，引进适用种植的新
品种新技术，不断推动以草养畜、种养结
合、草畜联动、种养加一体化进程，逐步
形成草畜粪肥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另
外，加大政策宣传和科技培训力度，引导
种植户积极参与‘粮改饲’项目，不断提
高农民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何成伟说。

近年来，湟中区不断优化产业布局，
坚持藏农于技、藏农于地，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2017 年—2023 年累计投入补
助资金 2304 万元，完成“粮改饲”面积达
13.6万亩，生产优质全贮饲料40.56万吨，
实现“草畜配套、以种供养、农牧互促”循
环可持续发展，为牛羊全产业链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饲草料基础。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本报讯（记者 施翔）“区审计局立足监督职
责，及时将审计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至区纪委监
委，后期我们也将围绕《城西区贯通各类监督协
同发力实施方案》进一步做好沟通、协同联动等
工作……”这是城西区纪委监委召开各类监督贯
通协同推进会上参会人员的发言。

今年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纪
委监委关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决策部署和要
求，城西区纪委监委着力推动以构建党内监督为
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联动，形成衔接顺
畅、配合有效、关联互动、系统集成的大监督格
局。健全监督机制。印发《城西区贯通各类监督
协同发力实施方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重要岗位，特别是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
督，深化“1+9”监督格局效能，依托建立信息沟
通、监督联动检查、线索反馈等9个工作举措，加
强监督贯通，凝聚监督合力，构建职责清晰、运转
高效、链条完整、协同有力的监督机制，不断提升
监督治理联动效能。召开贯通协同会议。不定
期组织召开全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联席会、推进
会，及时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区关于贯通协同的
重要指示和相关部署要求，主动听取人大、政府、
政协、宣传、财政、审计、统计、司法、信访等部门
单位对推进监督贯通融合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
解决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监督针对
性、协同性和实效性。建立日常联络员队伍。建
立协同监督工作联络人员信息库，将相关监督单
位共20人纳入到联络员队伍，切实保障日常沟通
联络顺畅高效。建立线索反馈。深化协同治理
效能，加强线索移送全方位衔接，形成闭环管理，
各监督主体将履行监督职责中发现的党组织、党
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以及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线索，及时
移送区纪委监委进行处置。截至目前，共收到相
关部门单位移送问题线索6件次，已办结5件次。

下一步，区纪委监委将紧紧围绕全区中心任
务和重点工作，不断探索推进贯通监督协同机制
更加健全完善，强化同题共答、常态长效的监督
合力，真正促进各类监督深度融合、贯通发力，着
力将“施工图”转化为有效监督的“实景画”。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为民办实事，走实又走
心。记者日前从城中区政府办获悉，今年以来，
城中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
策部署，把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出发，不断巩固全区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本底不断厚植。
结合森林草原督查专项行动，完成3个森林督察、
8个草原图斑现地核查工作。同时，联合打击野
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城中
区 2023 年清风行动，查获野生动物贩卖行为 2
起。组织各单位开展植树活动，栽植各类苗木
15.4 万株，撒播花种 800 余公斤，苗木成活率达
90%以上。

聚焦垃圾分类，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成立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城中
区“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截
至目前，全区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利用率达到
100%，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7%，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6%以上，残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垃圾分类、塑料污染治理、工业固体废
物监管等工作持续稳步推进。

聚焦基础建设，提升辖区水环境质量。对辖
区南川河绿道（沈家寨桥—六一桥）两侧污水管
线及河道排水管网进行排查，共排查污水井 64
座，清掏清理污水井35座，更换污水井盖11套，
清理垃圾20方，清掏疏通管道1100米，结合混错
接点整治工作完成对 34 处混错接点的整治工
作。根据地下管网排查情况，完成礼让街片区大
同街、解放路、香房巷、自新巷雨污分流改造项
目；仓门街片区前营街、后营街、南关街（东段）已
完工并通车；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及燃气更新改造
项目，计划实施农建巷、体育巷、南关街雨污分流
改造。

记者调查：共享按摩椅是享受还是难受

城中区：为民办实事 走实又走心

城西区：

推动贯通协同 提升监督质效

“粮改饲”推进湟中区种养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