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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在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
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
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
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你们坚持爱党、
信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
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
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
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全党全
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
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于
1951年，先后集中供养了 2800多名伤残军

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 人。
60 多年来，该院伤残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力所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
务做传统教育报告近万场，受众 300 余万
人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2019年，该
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
位”。近日，该院志愿军老战士涂伯毅代表
全体伤残军人给习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工
作和生活情况，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保持本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添砖加瓦的决心。

习近平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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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23日上午在京
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均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0 月 2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落实，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决定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
知承诺制，以改革更大便利企业和群众办
事创业。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推动规模性纾困政策迅速落地，成效不
断显现。截至9月底，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
政资金中，应下达地方的 1.7 万亿元，已有
1.57 万亿元下达到市县使用单位，有效补
充地方财力保证了减税降费到位，有力支
撑了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
生，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和脱贫攻坚，保障
了基层正常运转。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
超过 2万亿元。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和直

达机制，保住了上亿市场主体，支撑了近
90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为经济稳定恢复发
挥了关键作用。下一步，要围绕完成全年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有效性，继续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同时，要总结今年做法，研究建
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
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更好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落实 更好发挥积极

财政政策效能等

本报讯（记者 郜晋亮）日前，云南省出
台《支持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提
出支持发展肉牛生产、强化金融政策支持
等 9 项措施，旨在加快推进肉牛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现千亿级肉牛产业目标，持续深
入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

据了解，云南省将在 2020-2022 年期
间，对新增肉牛存栏 3万头以上、新增存栏
排名前 10 位的县（市、区），每年分别给予
奖补 500 万元、200 万元、100 万元。同时，

对肉牛养殖企业从国外新引进优质育龄母
牛的，按照每头 1000 元给予一次性奖补。
对肉牛养殖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收
贮全株青贮玉米 1500 吨以上的，采取“先
贮后补”的方式，每吨60元给予奖补。

此外，该省还将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和
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支持省国有金融资本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有关企业设立云南省
肉牛产业发展基金。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积极为符合担保条件的肉牛规模养殖

场提供信贷担保服务，收取政策性农担业
务贷款主体担保费率不超过0.8%。鼓励开
展能繁母牛、育肥肉牛养殖保险，对肉牛生
产所需的自动饲喂、废弃物处理和饲草料
生产等农机装备实行应补尽补。

在养殖用地保障、养殖项目指导服务
等方面，《支持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
施》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养殖生产中的辅
助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养殖生产用地规模
的10%以内，最多不得超过25亩。

云南省支持肉牛产业向千亿级目标迈进

□□ 本报记者 王艳 杨迪

10月21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前三季度
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农业农村部总经济
师、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种植业管理
司副司长刘莉华，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
光华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副主任刘均勇主持发布会。

魏百刚介绍，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内外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洪涝灾
害、重大病虫害偏重发生等风险挑战，千
方百计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多措并举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统筹推进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农业农村经济保持

了持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粮食丰收
已成定局，预计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生猪生产恢复好于预期，“菜篮子”产品供
应充足；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48123亿
元，同比增长2.3%；农民收入12297元，同
比增长1.6%。农业生产形势较好，成为国
民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三农”压舱石
作用更加凸显，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转第三版）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稳中有进
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10月21日，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板凳讲习所”理论宣讲队在农家小院通过当地民间说唱艺术宣讲治理基层“微腐败”知识。近年来，
海安市纪委监委针对惠民政策执行、惠农补贴发放、“三资”管理等“微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实施协同联动监督，向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亮
剑”。同时通过说唱等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廉政宣讲，多措并举严防基层“微腐败”。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 本报记者 朱海洋

由于地处偏僻，“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丽水，其经济发展一度被称作“螺蛳壳
里做道场”，在浙江各地市中长年垫底。
20 年前，当地农民人均收入 2590 元，仅
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0%。

今天，再观丽水绿水青山，“含金量”
令人刮目相看：走进一幢黄泥土坯房，里
头可能是一家精品民宿，也有可能是一
间咖啡屋、音乐吧；红色老区焕新姿，在
绿色生态中，与文创、研学、体育等业态
发生着化学反应；冷不丁地，就能与设计
师、作家、律师等撞个满怀，他们如今都
是村里的创客……这些共同构成了“两
山”转化的盎然图景。

数据显示，去年，丽水农民人均收入
21931元，增幅连续11年冠居全省；全市
农家乐民宿接待游客超过3609万人，实
现产值37.6亿元。在最近召开的市委全

会上，丽水又明确了新的目标定位：努力
打造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
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方面成果和经验的
重要窗口。

日前，记者再次深入丽水乡村，探寻
“三色”背后的“两高”，令人回味无穷。

绿色：品牌筑就大花园

52岁的下岗工人马红艳，把民宿做
成了事业的“第二春”。地处缙云县仙都
街道的鼎湖村，有条轩辕文化街，一溜全
是特色民宿，总共50多家。马红艳的店
名叫“开心麻花”，共6间房间，暑假里几
乎天天爆满。

鼎湖毗邻仙都景区，是个名副其实
的景中村。除了民宿一条街，村里还有
100多户农家乐。不少老百姓则配套开
起了特产店、小吃店，有的老太太光靠卖
鸡蛋、南瓜，一年就收入好几万元。如
今，大伙儿的垃圾都不乱丢，生怕给游客

留下坏印象。
鼎湖靠山吃山，莲都区的大港头村

则靠水吃水，在古堰画乡的核心区规划
了一个众创村。这里有 160 多家民宿，
而且以画为魂，衍生出绘画艺术产业，俨
然成了一个文创部落。

“一默家”业主雷雅莉，4 年前来到
古堰画乡经营烧窑工作室，小有所成后，
便开了这家民宿。眼下，她既是老板娘，
又是讲解员，还创建了布艺品牌，带动当
地妇女就业。“土著”杨翔军的特长是木
工，于是民宿主题就锁定木匠文创，一年
营收约80万元。

“开心麻花”“一默家”……如今它们
都有共同的名字——“丽水山居”，作为
全市民宿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居”倡
导回归田园、回归山水、回归自然的乡村
生活。目前，丽水共有“丽水山居”农家
乐民宿经营户3756户。

（下转第三版）

“三色”背后看“两高”
——浙江丽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成果显著

江苏海安：以说唱艺术宣讲治理基层“微腐败”

□□ 本报记者 彭瑶

日前，为贯彻落实中央惠台措施，帮助
台农、台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发展难
题，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台湾事务工作处组
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农业科技专家走进
台湾农民创业园”活动，来自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所、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等单
位的十余位农业科技专家走访调研了福建
省清流、漳平、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与台
农、台商就农业科技应用及两岸融合发展
进行了深入交流。

现场把脉问诊

“你们可以尝试把纳米硒技术用于兰
花的病虫害防治，不仅能有效减少农药使
用，还能提升植物品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都很显著。”在清流县台企森源蕙兰公司
的兰花培育种植大棚里，广电计量检测中
心研究员刘肃正在跟企业负责人宋小宋交
流病虫害防治的新技术、新方法。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市场
消费量减少了很多。我们调整了发展策略，
缩减了中低端兰花的组培产量，把更多精力

集中到科研攻关上，走高端精品化发展之
路，用科技和品质赢得市场。”宋小宋说，现
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如果一项新技
术既绿色生态又能降低成本，就值得尝试。

面对宋小宋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技术应
用的请求，刘肃爽快地答应下来：“没问题，
回去我把详细资料寄给你，有不明白的地
方随时提出来，我们全力提供技术支持。”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
研究员朱勋又大又沉的行李箱里，塞了厚
厚一摞农科院植保所编撰的《优秀科技成
果汇编》。 （下转第二版）

面对面把脉传技 心连心融合发展
——“农业科技专家走进台湾农民创业园”活动纪实

□□ 本报记者 李慧斌

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
盖全国 90%以上的行政村，排查出的 2.4万
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整治完成 96%，基
本实现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目标；今年上
半年全国新改造农村户用厕所 600 多万
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逐步提高；全国
95%以上的村庄都结合实际开展清洁行
动，先后动员 4亿多人次参加，绝大部分村
庄已达到干净整洁的要求……

今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会同有关
部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
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坚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两不误”，高位推动、多措并举，全
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落
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积极成效。

多轮清洁行动，让村容村貌
大变样

“现在房前屋后非常干净，看着也舒
心。”谈到如今环境的改变，四川省丹棱县
仁美镇小桥村村民魏朝伦难掩兴奋。

以前，魏朝伦家及周边 5 户人家的环
境卫生“脏乱差”，彩钢棚乱搭乱建，厕所臭
气熏天，生活污水乱排，屋外墙壁更是贴满

了广告。自从丹棱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以来，小桥村进行了全方位整治，给
村子来了次“大扫除”。村庄环境卫生大变
样，从前垃圾围城的偏远村蜕变成精致秀
丽的生态旅游村。

随着村庄环境的变化，村民生活习惯
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每天早上 8点准时将
家中垃圾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和“其他
垃圾”进行分类放入村里的垃圾池，已成了
魏朝伦的生活习惯。如今，像小桥村这样的
村子还有很多。在多轮村庄清洁行动中，许
许多多村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
日的“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鹅”。

今年，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
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通报表扬
2019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深入开
展 2020 年村庄清洁行动的通知》，对今年
村庄清洁行动作出部署，还对北京市门头
沟区等 106个措施有力、成效突出、群众满
意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予以通报表
扬。与此同时，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召开
了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推进视频会，并
结合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部署推进村
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

各部门各地区纷纷响应，开展了多种多
样的村庄清洁行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
办卫生城镇创建评审专家培训班，修订卫生
城镇标准和办法。交通运输部安排中央补助
资金157.8亿元支持撤并建制村等较大人口

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指导高质量开展自然
村（组）硬化路建设和养护。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修订《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开
展村庄绿化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
农房建设、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等活动试点，实施传统村落挂牌保护，
总结推广全县域设计下乡工作机制。

天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大会
战”，全力攻坚农村环境“脏乱差臭”顽症，打
好清脏治乱“歼灭战”，根治“路边、河边、田
边、村边、屋边”环境问题，截至8月底，10个
涉农区共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清整活动
104685村次，整治违章建筑 14143处，清理
村内垃圾、柴草、杂物等27.1万余吨，清理田
间地头、沟渠内各类积存垃圾6.7万余吨，整
治疏浚村庄河道、坑塘、沟渠5.6万公里，清
理垃圾杂物及漂浮物等6.2万吨，清理高速
公路等道路两侧垃圾3.5万余吨。江苏结合
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18万
余人在农村基层从事农村环卫保洁，今年以
来共动员900多万人次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西藏广泛开展“一把扫帚扫出干净天地、一
块香皂洗掉病菌污泥”村庄清洁行动，153个
村庄开展了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

推进重点任务，紧抓村户
“里子”卫生

“以前的厕所一个土坑两块板，蚊蝇成
群、臭气熏天。现在的厕所，崭新的瓷砖、
时尚的洁具，没有臭味，没有苍蝇，家里也
干净多了。” （下转第二版）

众擎易举 净美乡村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