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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仙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小仙炖）作为北京市朝阳区本

土孵化的创新型企业，在过去 8年中，通过系统性创新形成了燕窝行业

“新供给”，并致力于推动燕窝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9月，小仙炖首家线下旗舰店落地北京华贸核心商圈。该旗

舰店是一家集品牌及产品展示、销售、燕窝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中式

滋补体验店，通过“商业+文化+科技”的深入融合，为消费者带来耳目一

新的体验。

小仙炖体验店通过场景化、社交化体验方式传播中式燕窝滋补文

化，增强消费者对品类的认知，努力推动以燕窝为代表的中式滋补文化

的普及，这是小仙炖推动燕窝行业打开新格局的一次有益尝试。

发挥系统性创新优势 实现燕窝行业新供给

小仙炖基于“让消费者吃上一碗新鲜、营养又好吃的

鲜炖燕窝”的初衷，通过对滋补行业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以

及对中式滋补行业发展问题的总结，创新出鲜炖燕

窝新品类。围绕用户进行模式创新，引入C2M

（冷鲜配送）加周期式滋补服务模式。

小仙炖坚持品类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场景创新、供应链创新以及科

研创新“五维一体”的创新发展之路，并基于这五个维度，通过“单点突

破”与“统一协调”，结合数字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鲜炖燕窝滋

补解决方案，满足消费者对中式滋补便捷化的需求，开启了鲜炖燕窝新

发展模式。

鲜炖燕窝品类在燕窝市场成交占比从2016年的不到5%增长至2020

年的60%，小仙炖鲜炖燕窝的出现为燕窝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深耕科研和标准体系建设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小仙炖从创立以来持续深耕供应链和科技研发，目前已基本实现以

“小仙炖标准”为核心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并以此推动整个供应链

的标准化进程。2021年，小仙炖将自身成果与行业共享，先后联合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机构及上

下游企业，共同发布《鲜炖燕窝良好生产规范》和《鲜炖燕窝质量要求》，

进一步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研发方面，小仙炖实施“基础科研+大研发”双轮驱动的科研

战略。2021年 6月，小仙炖成立鲜炖燕窝科学研究基金，并成立专家委

员会，旨在汇聚科研力量，助力中式滋补行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河

北省燕窝鲜炖技术创新中心也成功落户小仙炖。通过科技创新从燕窝

食品加工技术和营养研发技术方面双向发力，推动小仙炖高质量发展，

助力燕窝行业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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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保供——保障条条
“生命线”高效运作

这是一份满怀深情、沉甸甸的清单——据
海关统计，3月3日0时至24时，内地就供港蔬
菜 2453 吨、水果 605 吨、冰鲜冷冻肉 1004 吨、
水产305吨、蛋类355吨、乳制品85吨。

“我们负责供港生活物资协调工作，确保
运输顺畅，供应充足，这是当前最大的任
务。”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说。

急民所急、全力保障——医疗和生活物
资是确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关键。

早在 2 月 18 日，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专班就接到了特区政府提出的医疗物资支援
请求。在专班统一领导下，医疗物资供应组
坚持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组建
当天即会同广东省政府、海关总署、国家移
民局研究破解通关物流这一援港医疗物资供
应的首要难题。为此，工作组坚持 24 小时
值守、全天候响应，在实践中实施多个创新
举措。

建立通关新模式——海关方面，通过手
续前推后移、监管顺势嵌入、口岸快速直通
等实现援港医疗物资零等待、零延迟；渠道
方面，广东、深圳先后推动增开 2 个深圳陆
运接驳点、10余个水路码头运送援港医疗物

资，同时积极推动在港陆运接驳点和铁路运
输能力建设。

通力合作结硕果——2 月 19 日，在工作
组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第一批物资运抵香
港。此后，工作组先后签发医疗物资调度单
40余份，超额完成首批医疗物资援港供应任
务，提前启动第二批物资供应工作，形成第
三批物资供应方案。

据统计，截至 3 月 2 日 12 时，内地支援
香港医疗物资供应组已累计运抵香港检测类、
防护类、药品类共 9 个品种医疗物资，包括快
速抗原检测包 1947.02 万人份、N95/KN95 口
罩 3955 万只、血氧仪 32.63 万个、金花清感
颗粒19.5万盒、连花清瘟胶囊20万盒、藿香
正气片 2.4 万盒、外科口罩 487.5 万只、保护
面罩20万个、保护眼罩9万个。

在保障医疗物资供应的同时，生活物资
供应也成为专班工作的重要内容。生活物资
保供组统筹调度资源，积极应对货源、运输
等环节异常情况，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充足、
及时和安全。

作为生活物资保供组牵头单位之一，广
东省商务厅成立专班，抽调业务骨干驻深
圳；21个地市商务局闻令而动，纷纷成立保
供专班，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专人负责、
省市联动的工作机制很快建立。

2 月 28日，中山市坦洲镇新增 1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当地交通临时管控。当地专班特
事特办，安排供港货车特定出入通道，港通水产

3月1日办好车辆通行证，2日恢复正常出货。
在惠州，跨境作业点日均供港鲜活物资

220 吨，涵盖蔬菜、冰鲜肉、蛋类和乳制品
等。惠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现
有正常运作供港鲜活物资跨境运输作业点 13
个，除了严格落实对司机和车辆的防疫要
求，多部门还成立联合工作组，对企业开展
防疫指导。

为了破解严峻疫情造成的物流困难，生
活物资保供组研究制定陆路、水路、铁路运
输方案，多渠道保障供港物资运输。

3 月 2 日上午，首趟“中央援港 同心抗
疫”铁路援港班列满载物资，从深圳平湖南
国家物流枢纽开出，驶向香港罗湖编组站，
这标志着中央铁路援港班列正式开通发车。

陆路方面，广东创新开展一级接驳、二
级作业工作模式，开展应急接驳货车司机储
备工作，调整文锦渡口岸仅用于供港鲜活类
货物跨境车辆出入境，新增莲塘口岸作为供
港鲜活类物资跨境货运车辆通行口岸。

水路方面，广东开通 6 条定点定时航
线，多个口岸新增水上供港通道。

东莞是香港蔬菜的主要供应地之一。东
莞市商务局黄伟强说，多部门联合开通了莞
港水运专线，疏通莞深港陆路供港蔬菜渠
道，“统筹保障本市物资生活同时，我们必定
全力以赴，保障供港生活物资供应”。

（新华社电 记者王攀、王丰、丁乐、刘
明洋、查文晔、韦骅）

体育是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
身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残疾人融入
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
为此，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
和《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均
将参与体育活动列为残疾人的一项
基本权利，并视为人权保障的重要
内容。中国高度重视残疾人健康，
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残疾人
体育已成为残疾人事业和体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残疾人体育参与权利得到充
分保障。中国政府实施了“全民
健身助残工程”“自强健身工程”

“康复体育关爱工程”等残疾人体
育康复工程，组织举办“残疾人
健身周”“全国特奥日”“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等群众体育品牌活
动，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康复体育
进家庭服务，残疾人体育参与人
数快速增加。2015-2021年，残疾
人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率从 6.8%上
升到 2021 年的 23.9%。在竞技体
育方面，自 1984 年以来参加九届
夏季残奥运会，并连续五届包揽
残奥会金牌奖牌榜双第一；2018
年在平昌冬残奥会实现冬残奥会
金牌和奖牌“零的突破”。

残疾人体育促进身心健康，甚
至改变人生命运。山东农民王永海
在 19 岁时因车祸失去左腿，经过
刻苦训练，在其 30 岁加入国家残
疾人自行车队，参加了3届残疾人
全运会夺得了6枚金牌，并获得了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
残疾人体育精神奖；云南女孩钱红
艳4岁因车祸导致骨盆以下完全截
肢，在进行康复治疗的过程中学会
了游泳，从此从云南省“游”到了
全国，并“游”进了奥运会；河北
残疾人葛扬通过刻苦训练成为叱咤
在乒乓赛场的运动员，退役后成立
公益基金会，帮助贫困残疾儿童通
过体育改变命运。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残疾人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
所展现的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
神风貌与生活态度，也使世人感受到个体
的尊严、人生的价值和奋进的力量，改变
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进一步树立起尊
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意识，促进了残
疾人的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

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折射出中
国残疾人事业的巨大进步和成就。中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快速推进残疾人各项事业的发
展。到 2020 年，实现了贫困残疾人全部脱
贫的艰巨任务，超过 1000 万人残疾人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1214 万困难残疾人得
到生活补贴，近 1474 万重度残疾人得到护
理补贴，残疾人劳动力参与比例接近 50%，

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
到 95%，家庭无障碍改造超过 167
万户，为 43.4 万户重度残疾人提
供了康复体育进家庭等服务，全
国残疾人健身示范点累计建设
10675个，共培养、发展残疾人社
会体育指导员 12.5 万名。随着残
疾人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善，残疾
人参与体育的意愿也越来越强
烈。为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政府加快了公共体育设施
建设进度，加大了体育场馆无障
碍改造和家庭无障碍改造力度，
大力提升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能
力，进一步激发了残疾人体育参
与的热情，残疾人体育呈现出加
速发展的态势。

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
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力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
权利，努力实现残疾人“平等、
参与、共享”的目标。中共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
关 注 ， 残 疾 人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残疾人
体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党
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
事业发展，将包括残疾人体育
在内的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将残疾人体
育 纳 入 全 民 健 身 、 体 育 强 国 、
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为残疾
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政府将残疾人公
共体育服务产品、项目和活动
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持续
加大残疾人公共体育活动财政
投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残
疾人体育活动，为残疾人体育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财政保障。从中
央到地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残疾

人事业工作组织体系，各级政府、各级残联
以及社会组织形成一套分工合作、上下协调
联动的工作机制，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国家修建和改造残
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加大无障碍改造
力度，提升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能力，为
残疾人参与体育提供了物质保障。

北京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真正无与伦
比”奥运盛会，中国的制度优势在北京冬
奥会已得到充分体现。“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北京冬残奥会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残
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上接第二版）
2021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修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
定》。今年是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常委会两个
监督决定修改后开展计划、预算审查工作的
第一年。去年四季度以来，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以及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扎实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广泛听取全国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为审查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2022 年 1 月 10
日，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2022年计划初步审
查汇报会，会同其他专门委员会，听取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2021年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
内容和 2022 年计划草案的初步方案的汇报，
并进行讨论。1 月 17 日，预算工作委员会听
取财政部关于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
预算安排情况的通报，财政经济委员会侧重
预算审查工作的组成人员参加，提出意见建
议。1月 24日至 25日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别召
开两次初步审查全体会议，会同其他专门委
员会，并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对
2022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2022年预算报

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形成关
于2022年计划、预算的“初步审查意见”和

“审查结果报告 （稿） ”。2 月 17 日，财政经
济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对两份“审查
结果报告 （稿） ”进行讨论修改，而后分别
征求了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国务院有
关部门的意见，并作进一步完善。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国务院
提出的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符合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十
四五”规划纲要目标要求，符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等作
了认真分析，在主要任务中作了相应安排，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主要预期目标、
主要宏观政策取向、主要任务基本协调匹配，
总体可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1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国务院提出的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预算编制和财政工
作的总体要求、主要收支政策、预算收入预
计和支出安排基本协调匹配，对存在的困
难、问题和挑战作了认真分析和相应安排，
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建议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
出的 《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
准2022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2022年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58289.22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限额218185.08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做好2022年计划执行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五条建议：一是把
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更好把握调整政
策和推进改革的时度效；二是坚决实施好扩
大内需战略，充分释放内需潜力；三是深入
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提升经济增长潜能；四
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五是强化民生兜底保
障，统筹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财政经济委员会对
做好2022年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提出七条建
议：一是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效能和可持续
性；二是进一步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三是进一步做好重点民生保障工作；四是
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五是进一
步强化预算管理；六是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和
税收立法；七是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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