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腊月初七 腊月初十大寒 第12620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看 振 兴

□□ 李小伟 王军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天冷了，在村医那里就能拿到治疗
高血压的药，还能报销一半的钱，省了好
多麻烦事，我很满意。”近日，河南省周口
市鹿邑县王皮溜镇姚庄村村民张金印从
村医保服务点出来时对记者说。

村医保服务点是鹿邑县落实医保经
办服务下沉的创新举措，可帮助参保群众

享受 700 元限额的门诊报销，在村卫生室
和乡镇卫生院购买药品时按 50%结算，更
好地满足群众在家门口获得及时、便利的
就医和医保服务需求。目前，全县 22个医
保服务站和 492 个医保服务点全部正常

“上岗”。截至目前，全县村级门诊报销
32.45万人次，报销金额 277.16万元。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鹿邑县聚焦
人民群众医疗保障领域急难愁盼问题和
医疗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

基层一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顺应基层
期盼，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操心事、
烦心事，推动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落地见
效，切实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用心夯实医疗救助兜底。在帮扶困
难群众政策体系中，过去执行“依申请救
助”，有群众不了解相关政策，即使符合救
助条件，也没有主动申请救助。对此，鹿
邑县医保局开展“找到你”工作活动，组织
业务骨干分包乡镇，联合卫生院医保工作
人员通过系统筛查、入村走访等方式主动
查找、帮助符合条件的困难对象。截至去
年底，全县共救助困难群众 13.65万人次，
涉及金额 3740.53万元。 （下转第二版）

医保服务进基层 惠民便民暖人心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
班 16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
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
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
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主持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就是：坚持党中央
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
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
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几条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
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习近平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
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
的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要“长牙
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
合。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各地要立足一域谋全局，落实好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责任。风
险处置过程中要坚决惩治腐败，严防道德风险。金融监管是系统工程，金融管理部
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都有相应职责，要加

强监管协同，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严厉打击金融犯罪。
习近平强调，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强

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稳慎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国际高标
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
性和可预期性，规范境外投融资行为，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要加
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
管改革。要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习近平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
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
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习近平最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
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
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蔡奇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视野宏阔、论
述精辟、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全党特别是
高级干部正确认识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
展道路的认识，全面增强金融工作本领和风险应对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
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
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
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企业、高校，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
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特 色 金 融 发 展 之 路
推 动 我 国 金 融 高 质 量 发 展

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蔡奇主持

1月1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对深入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
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作出部署。 （据新华社电）

要闻简报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记者日前从内蒙古农牧厅获悉，目
前内蒙古已重点围绕大豆、肉羊、肉牛、奶
牛、水稻、马铃薯等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创
建了 9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27 个
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并推动创建
了 50 个盟市、旗县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初步形成了以园区化引领驱动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格局，对提高一二三产融合、有
效带动农牧户增收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内蒙古通过财政资金引导，
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及金融资本投入产
业园建设，打通了各类资本的入园通道，
引入社会资本投入 316.18 亿元，金融机
构贷款投入 120.99 亿元。

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作为乡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载体，是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农牧业现代化发
展模式的有效抓手。为充分发挥联农共
富作用，内蒙古建立了自治区级农牧和财
政两部门联动、盟市级政府统筹、旗县级
党委政府主抓的领导机制，推进农牧业与
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通过拓展园区产业发展功能，带动农牧民
长期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截至目前，各产
业园入园就业农牧民共计 65.73 万人，园
内农牧户与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的有
44.81 万户，园内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2.51 万元，比所在旗县（市、区）平均
水平高 23.83%，联农带农成效显著。

内蒙古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有计划地组织培训班、实地考察及
调研活动，到先进发达地区学习借鉴创
园经验。立足当地产业发展实际，有针
对性地“把脉开方”，找准短板弱项，进
一步推动园区建设及产业发展。为进一
步加大对产业园创建后期支持力度，内
蒙古农牧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工作方案，
明确在抓好现有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挥示范园区在种业研发、技
术推广、带农增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力
争通过规范管理，持续打造一批生产轻
简智能高效、产业体系健全发达、经营
主体集中活跃、产品绿色安全高质的标
杆，率先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目标。

内蒙古依托产业园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隆冬时节，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
州毕节，田间地头依旧生机勃勃。在
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山林下，黄澄澄的
天麻硕大肥厚；在黔西市杜鹃街道的
大棚里，红彤彤的草莓惹人喜爱……

田畴尽丰景，山村气象新。近年
来，毕节市乘着东西部协作东风，充分
发挥政策、资源、人口“三大优势”，立
足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努力培育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农
产品品牌，全力拓宽销售渠道，为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注入强劲动力。

新景象——
农业产业由“散小弱”到

“集聚化”发展

走进威宁县草海镇的红菜薹种植

基地，只见务工群众抢抓晴好天气，戴
着胶手套、斜挎小背篓，弯腰采摘红菜
薹，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威宁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
高的县。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强日
照、大温差的独特高山冷凉气候，当地
种出来的红菜薹口感爽脆、清香回甘，
受到消费者青睐。

冬日的暖阳映照着威宁红菜薹，
清风拂过高高的乌蒙山，纳雍县国有
化作林场中，上万只“滚山鸡”在追逐
飞奔、高声鸣啼。

高山冷凉蔬菜产业、家禽产业发
展如火如荼，是毕节市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毕节市锚定建设“农业强
市”目标，紧紧围绕蔬菜、茶叶、食用
菌、中药材、马铃薯、核桃、肉牛、家禽

“八大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由
“散小弱”到“集聚化”发展。

围绕“八大特色产业”，毕节市各
县（市、区）结合具体实际，划分明确

“一主两辅”产业，即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和发展条件，选择一个主导产业、两
个辅助产业重点发展，加快提升特色
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

黔西市建立以肉牛养殖为主、酒
用高粱和食用菌种植为辅的“一主两
辅”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引进贵州黄牛
产业集团合作组建黄牛产业集团黔西
SPV 公司。

织金县推行“1+3”复合种植模
式，一片土地、四份收获，在有效提高
土地利用率的同时，促进了南瓜、蜂糖
李等特色产业的发展。

赫章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突出“生产+加工+科技”的
发展内涵，在确保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精准选择以核桃为主，天麻、蛋鸡为
辅的“一主两辅”产业。 （下转第二版）

乌 蒙 山 间 展 新 姿
——贵州毕节市加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村
民捧着自己种植的水晶萝卜、生态大米、南
瓜等农产品，在农家院里走起“乡村 T 台
秀”，视频发布后引发网友关注。

过去说到“T 台秀”，我们首先想到的
是光鲜亮丽的服装和灯光璀璨的秀场。这
场中坝村村民自发组织的“乡村T台秀”，

主打一个反差感，以农民为主角，穿的是日
常的服装，拿的是自家种的原生态农产品，

“模特”们却个个满脸笑容、自信洋溢，“秀”
出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也许
在布景和拍摄上，“乡村T台秀”还不够成
熟，但村民敢于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
却是难能可贵的。

据了解，这场“乡村T台秀”是村民为
带动农产品销售的一次尝试。在这方面，
既要有农民的自发创新，也需要当地相关
部门在打造品牌、拓宽销售渠道等方面给
予更多支持，如此才能让农民的热情得到
实实在在的回报，长久延续下去。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乡村T台秀”，“秀”的是什么？
刘漪婕

□□马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欣然
见习记者 朱梦莹

眼下，低温冻害给农作物生长带来
了挑战。“杜站，棚里的茄子十来天没生
长了，还染上了灰霉病，您有时间过来看
看吗？”山东省高唐县甜美农业综合服务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夏如雷焦急地打电话
求助。他承包了 50 个蔬菜大棚种茄子，
受病虫害影响，可能面临近不少直接经
济损失。

夏如雷口中的“杜站”，是高唐县农
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高级农艺师、“杜
立芝农业科技服务团队”队长杜立芝，曾
担任当地蔬菜站和农技站站长。杜立芝
每天探地头、钻大棚、送技术，在大伙儿
眼中是“问不倒”的“田秀才”。

在高唐县姜店镇张井村，一座座蔬
菜大棚成块连片。走进夏如雷的茄子大

棚，一股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枝蔓上挂
着大大小小的圆茄。杜立芝走向大棚深
处，一边俯身察看，一边清理残茬和坏
叶。“最近天气晴好，可以在早上放十分
钟晨风，及时通风散湿，调控棚内的温度
和湿度，在靠近地膜的位置留两三片叶
子就行，让更多阳光晒到根部，茄子才会
长得又好又壮。”杜立芝说。

夏如雷紧跟杜立芝的脚步，又仔细
询问了撒肥施药、治理病虫害等问题，杜
立芝一一开出“良方”，夏如雷脸上凝重
的表情才逐渐散去。临走时，杜立芝还
不忘叮嘱他，对坏果注意轻拿轻放，避免
灰霉病原孢子扩散到空气中继续侵染危
害其他植株，及时、全面地将病残体清理
至棚外。

7 天后，大棚里的灰霉病防治住了，
夏如雷的茄子长势喜人。他高兴地对记
者说：“有问题找杜站，准没错！多亏了

她这样的农业专家耐心指导，让我对种
大棚茄子更有信心了。”

夏如雷是一名返乡创业人员，原本
从事工程施工。如今，他的合作社已打
造出一条完整产业链，是华北地区黑亮
圆茄单一品种种植面积最大的一家，带
动 4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合作社产
的圆茄全部运往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
去年纯利润超过 200 万元。

近年来，高唐县汇聚基层农技推广
力量，从县农技部门中级职称以上人员、
乡镇农技人员中筛选农业、林业、畜牧、
水产、蔬菜等领域的技术专家，组建了一
支由杜立芝担任首席专家的农业科技服
务团队，不仅构建起“县建室-镇建站-村
建点”的三级农技服务网络，还创建了

“马扎课堂”“田间课堂”等宣讲品牌，开通
抖音号、视频号，集中制作各类科普视频，
将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百姓身边，打通基
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同时，发挥团
队成员“传帮带教”作用，孵化“土专家”“田
秀才”“新农人”7000余人，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农民致富的强劲力量。

农技服务送到蔬菜大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