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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昨天，部分居民在晒电费账单时感觉上

个月电费偏高。记者调查发现，上海居民生

活用电价格政策没有变动，居民用电价格没

有上涨，相应感觉与气温下降等方面有关。

电价近期没有调整
部分上海市民晒出的上个月电费账单

显示，有的电费达数百元，有的则达到了四

位数，相较于前一个月的账单，电费增加明

显——有的甚至是成倍增加。而不只是上

海，外地居民用户也晒出了明显增加的电费

账单。

晒上个月电费账单时，有的居民感觉电

费偏高是电价上涨所致。不过，记者调查发

现，上海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政策近期并没有

调整。虽然上海市发改委于去年12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

项的通知》，但该《通知》涉及电价上浮或下浮

的用户对象不包括居民用电，而是“一般工商

业及其他两部制、大工业两部制”，“居民生活

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分时电价政策不变，仍按

原政策执行”。

目前，上海居民电费采用阶梯电价计算，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分0—3120度（含）、3120—

4800度（含）、4800度以上三档执行，实行分时

电价。

● 第一档 分时电价为每千瓦时0.617
元；分时电价高峰时段（6时至22时）每千瓦
时0.617元，低谷时段（22时至次日6时）每千
瓦时0.307元。

● 第二档 非分时电价为每千瓦时
0.667元；分时电价高峰时段为每千瓦时0.677
元，低谷时电价为每千瓦时0.337元。

● 第三档 非分时电价为每千瓦时
0.917元；分时电价高峰时段为每千瓦时0.977
元，低谷时段电价为每千瓦时0.487元。

电费增加有多重因素
从中可以看出，第三档的分时电价高峰

时价格（每千瓦时0.977元），是第一档低谷时

段电价（每千瓦时0.307元）的三倍多。专业

人士分析，居民感觉电费偏高可能与此有关。

因为受疫情防控影响，部分居民今年上

半年居家时间较长，导致12月份的用电量进

入了第三阶梯；而在12月，受疫情影响，居民

“宅家”时间延长，且同期寒潮连续侵袭，为了

防寒保暖，部分家庭考虑到孩子居家上网课

等因素，更是在电价高峰时依然持续使用空

调、地暖等制热设备，导致用电量大幅增加，

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拉升”了上月电费。

专业人士提醒，可以从多方面注意并养

成节约用电的习惯，如购买电器时，优先选用

能效高的节能型电器；自觉养成随手关灯习

惯，杜绝白昼灯、长明灯；冬季使用空调时，不

将温度设置到高于20℃（空调温度设定每调

低2℃，就可以节电10％以上）；外出时关闭大

功率电器，不使用时拔掉电源插座。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表示，用户若对电

费有疑问，可以致电国家电网客服电话95598

咨询。 本报记者 罗水元

上个月电费为啥这么贵？
电价无调整，用电量或已累进到最贵一档

有人担心稚子，可千万
别发烧到抽搐；有人担心老
人，千万别在此时生病甚至必
须住院；怕被感染、怕复阳、怕
后遗症、怕被变异病株感染，
怕不能和家人“同频”感染。
“身临其病”者，体尝了各种
疼、各种咳，就越发地为长辈
稚子担忧。看到XBB.1.5流
行株“免疫逃逸”能力最强的
消息，更是又一波焦虑。
焦虑难免，但一直焦

虑，却不可取。一是，焦虑
本身就损害免疫力。二是，
焦虑实在不足以解决问
题。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就
有“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
说法，既然防不胜防，就多培植
正气吧——从睡好觉、吃好饭，
有节制地刷视频开始。
如果一个人想不焦虑，就可

以不焦虑，那可能就没有“真焦
虑”了。我们的焦虑，更多地来自
对“未知”和“不可控”的恐惧，远胜
于新冠本身的病痛。科学分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人体科学，其实
全世界对人体科学尤其是精神系
统的研究，还非常初浅。得一次
新冠感染，到底会留给我们什么，
还真说不清。相信高烧到都开始
“留遗言”的朋友，对康复后的她
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肉体的病痛，
在精神上更是一种“新生”。

作为一个以农业种植为
基础、靠天吃饭的民族，在灾
难病苦中成长，从来都是中
华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的
儿女因为一直在内心深植希
望、深植不屈、深植顺天应
时、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我
们才能一次次地从灾难中抽
身而起，调整身心与自然的
关系，完成涅槃。
有专家说，新冠疫情的

心理影响或持续 10—20
年。诚然，经历了2022年的
医护工作者——我们的守护
神，他们备受创伤的身心，随
后必须得到深度抚慰。那些
被焦虑情绪控制的个体，也

应当尽量寻求科学的指导。比
如，有一位心理医生自己也难以
控制焦虑，生怕得心肌炎，直到
心内科医生告诉她“我觉得你就
算是心肌炎，治疗也是在家休
息，心跳快就吃降心率的药物好
了”，这才不再焦虑。
抚平焦虑，在当下，当然可

以求助于朋友、医生、心理工作
者，但最重要的还在“求诸己”。
因为你看看周围就知道，心理医
生同样焦虑。“背水而战”，我们
只能选择做好自己的心理按摩
师，抚平焦虑情绪，进而帮助到
家人、朋友和周边人，这或许才
是智慧的选择。

本报讯 （记者 张钰芸）从

2300吨云南文山“致富牛”到每周

600万枝云南鲜花，还有三年销售

额实现60倍增长的云南永胜“榴心

圆”……搭乘着“数商兴农”上海方

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一大批助农

农产品进入上海市民的家中，在满

足市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昨天，上海市网购商会和上海

商情信息中心在上海市商务委指导

下，发布《2022年度上海市“数商兴

农”示范案例》，授予盒马、叮咚买

菜、本来生活、拼多多、美团买菜、清

美、“沪喀优品”、“老滇凰”、

“FLOWERPLUS花加”、绿椰等10

家特色鲜明、帮扶成效显著的企业

的相关案例为2022年度十大“数商

兴农”示范案例。

据上海商情调研了解，网上购

买农产品已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优

选渠道。电商平台、小红书、微信、

微博、抖音、快手等线上媒体是市民

了解农产品的第一信息源。而从产

地选择来看，云南、新疆、西藏等帮

扶地区因其地方特色，市民愿意了

解或购买，67.7%的消费者通过电商

了解云南地区农产品，54.2%的消费

者通过电商了解了新疆农产品。

“数商兴农”也是产地与消费者

的双向而行，超过6成的消费者认

为“数商兴农”能促进乡村振兴。超

过半数的消费者认为“数商兴农”能

丰富城市居民的餐桌，对农产品的

品牌化、规格化、包装化有很好的推

动作用，并能增加消费者对产地的

了解。

在十大“数商兴农”示范案例

中，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组织实施“沪

喀优品消费帮扶计划”，帮助喀什地

区有潜力的品牌主体提升能力，使

之逐步走通上海市场主流销售渠

道。2022年以来，“沪喀优品”电商

渠道的线上专区销售额稳步增长，

线上销售比例达到总销售额的

94.19%。依托遍布上海的800多家

清美鲜家线上线下融合店，2022年

清美全国农产品采购总额预计将达

12亿元，其中采购云南、贵州、新疆

等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预计超2亿

元，同比增长50%以上。

还有盒马举办“2022上海援疆

消费帮扶——喀什水果文化月暨第

二届新疆水果节”期间，约700万

斤、近20种新疆瓜果梨桃“走”进盒

马门店。叮咚买菜帮助云南文山成

为“致富牛”，成为有持续造血能力

的品牌化商品，平台采购量近2300

吨，销售额近2.5亿元。本来生活通

过对永胜软籽石榴“榴心圆”进行全

流程、全链条的标准化、产业化升

级，仅三年时间实现了“榴心圆”销

售额从20万增长至超1200万。

根据商务部监测数据，2022年

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4978.5亿元，同比增长3.6%。全

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745.1亿元，

同比增长8.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升7.3个百分点。根据上海重点电

子商务企业统计，2022年前三季

度，全市实现商品类网络购物交易

额6065.3亿元，同比增长7.9%。

上海市商务委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商业和农业主体的双向沟通，

以“农”作为根本，推动农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以“兴”作为目标，聚焦产业

促进乡村发展；探索“数商兴农”新模

式，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记者 杨洁）足不出

户备齐年货，上海市民喜爱的新春

农产品大联展又如约而至。1月6

日至1月13日（农历腊月十五至腊

月廿二），2023上海新春农产品大

联展在上海市农产品公共服务平

台“鱼米之乡”以线上形式举办。

大联展打造“1+2+3”年货专

区，包括——

一个地产农产品专区，集中展

销上海地产精选年货农产品、年宵

花、特色年味小吃。此次本市9个

涉农区的200余家农业龙头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展，参展产品

420多款；

两个外省市农产品专区，在

“聚浙粤好物”专区，上海市民可以

购买到浙江和广东两省的优质农产

品，在“助对口地区”专区，有上海对

口合作革命老区福建省三明市和安

徽六安市两地22家合作社的地理

标志产品、特色山地产品茶叶、山茶

油、笋干等共计280款产品；

三个特色产品专区，包括“品

‘莓’好生活”“游美丽乡村”“享轻

松厨房”等，推介获奖草莓、乡村游

线、预制菜等。

今年的新春农产品大联展分

预热期、正式期、返场期三个阶段

分别推出优惠活动。本次活动受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导，由

上海农业展览馆主办，致力产品

内涵升级，给广大市民带来新的消

费体验。

足不出户备齐年货
新春农产品线上大联展今开启

“数商兴农”有了“上海方案”
在线渠道带动产地与消费者双向而行

2023年1月5日，在上海乘警

支队虹桥指挥室，由5人组成、平

均年龄23岁的女子乘警组登场。

在为期40天的春运里，她们每人

将承担近5万公里的高强度值乘

工作，承担起维护列车治安秩序、

打击违法犯罪、为民服务等工作。

上海铁路公安女子乘警组成

立一年来，共抓获公安部网上在

逃人员5名，查获可疑人员 16

名，查处各类违法犯罪案事件35

起、调解旅客纠纷50余起。

图为女警们在列车车厢巡查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铁路警花守护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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