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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奏响乡村高质量发展协奏曲

如何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权威部门详解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

成都地铁投放口罩自动售卖机助力疫情防控

救助保障水平

稳步提升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国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托底性、

基础性制度安排，主要解决困难群

众在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方面的

问题。

“随着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提高，低保的救助水平在稳

步提高。”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发

布会上说。

长期以来，民政部督促指导农

村低保标准低的地方稳步提高标

准，推进实现农村低保标准与国家

扶贫标准“两线合一”。据唐承沛介

绍，目前全国市县一级的农村低保

标准全部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扶贫标

准，贫困户纳入低保后，基本可实现

吃穿“两不愁”。

笔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

我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年

5842元，全国共有2004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其中老年人、未成年人、

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占67%。

近年来，个别地区低保政策在

政策执行、监督管理等方面出现漏

洞，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对此，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

刘喜堂表示，从 2018 年开始，民政

部连续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整

治违规行为、通报典型案例，始终保

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刘喜

堂说，今年上半年，民政部公布了全

国 3700 多个接受投诉举报的社会

救助热线电话，让群众来监督社会

救助工作。今年前三季度，民政部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共接到群众来电

533 个，已全部转办处理。地方各级

社会救助服务热线接到群众来电

33.8万个，也已全部办结。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

精准施策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农区

贫困老人贡琼年事已高，无法从事

生产劳动，身边也无人照顾。去年，

老人搬进了城里的养老院，每年还

能领几千元补贴。

这是我国聚焦老、幼、病、残等

特殊困难群体，精准施策的一个

缩影。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

保兜底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应兜

尽兜”。

——全面落实救助保障政策，

确保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流浪乞讨人员“应养尽养、应

救尽救”。

——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做到“应补尽补、应助

尽助”。

——积极落实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政策，

做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唐承沛介绍，当前我国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153 万人、重度残疾人 1433 万人。

同时，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实现

全覆盖。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失业

等问题，民政部门也开展了针对性

应对，如向生活困难但有关政策未

覆盖到的失业农民工等失业人员发

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等。据刘喜堂

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实施临

时救助 746 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

比增幅达到56%。

笔者了解到，针对湖北等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资金支持力度

也相应加大。中央财政今年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给湖北省的涨

幅 达 到 38% ，补 助 总 金 额 达 89.7

亿元。

持续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三区三州”长期以来属于深度

贫困地区，被认为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位于

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便是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方

面，临夏州有何措施？此次发布会

上，临夏州民政局局长董秀芳介绍，

当地持续优化政策供给，连续三年

提高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农

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达4428元。

从建立困难群众动态管理监测

预警机制，到落实临时救助；从建立

县乡干部定期走访制度，到推行“物

资+资金+服务”救助模式……

董秀芳表示，临夏州对因病、因

灾、因学、因残以及因疫情造成临时

性困难的家庭落实临时救助，累计

救助 85.2 万多人次；对 905 名特困

供养人员实施集中供养，对 7781 名

分散供养对象全部签订监护照料协

议，明确监护内容。

越是脱贫成本高、攻坚难度大，

越要超常规发力。在中央明确要求

下，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

坚项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都

用在了“三区三州”等深贫地区。

“2019 年、2020 年新增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158.2 亿元，全部安

排到‘三区三州’等深贫地区。”唐

承沛表示，民政部实施深贫地区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

设改造行动计划，不断集中优势资

源，为“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提供

有力保障。（新华社 孙少龙 王子铭）

走进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黄

店镇益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一

排排温室大棚有序地坐落在道路

两旁，棚前LED屏幕上显示着空气

温湿度、土壤湿度、二氧化碳浓度

等指标，棚内作物生长情况也在屏

幕上全方位展示。

“以前种大棚纯靠人工，通风、

浇水、施肥这些活，全凭摸索出来

的经验，数量啥的只能粗略估计，

浪费人力、物力不说，而且温度、湿

度稍微不合适，就极易育苗失败。”

正在给作物通风的合作社负责人

何淑超说。

何淑超自从给眼前这4个温室

大棚装上了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

就可以实时远程获取大棚内部的

空气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

浓度、光照强度，实现了信息化、智

能化、远程化管理。

“与以往相比，每亩地每年能

降低15%的化肥使用量，综合算起

来每亩地年减少投入约 1000 元。

投入减少，效益却增加了，同样是

种植西红柿，每亩能增加约10%的

产量。”他说。

在这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科技带来的改变肉眼可见：实时监

测作物信息，实现了作物生长环境

的精细化管理，为高效生产优质、

生态、安全的产品创造了更好的条

件，提升了农业项目的发展潜力。

目前，合作社蔬菜年育苗量已

达到 2000 万株以上，每年能为周

边16个村提供约33万元的项目分

红，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在当地，智慧农业引领了发展

方向。目前，定陶区着眼于农业高

质量发展，积极推进现代农业生产

模式，已经建设智慧农业项目 50

多个，并积极跟进技术指导。尚谷

集团建设了一座占地约 14000 平

方米玻璃连体温室，“我们正打造

智能玻璃连体温室和智能玻璃连

栋研学科普教育的示范基地，目前

有 152座日光温室大棚，在智能化

模式下，将实现喷淋滴灌、内外遮

阳、顶窗侧窗、加温补光等高度自

动化。”公司总经理王佩说。

黄 店 镇 徐 庄 村 的 李 爱 梅 是

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里缺

少劳动力，2019年来到益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务工。“在这里干活，

一天能有70元的收入，冬天在大棚

里面也比在其他地方暖和。”她说。

黄店镇是菏泽市及周边地区

较早大规模种植大棚蔬菜的专业

镇，目前种植面积约3.6万亩。近年

来，当地在传统优势基础上，依托

合作社和企业，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带动了整个区域传统蔬菜大棚

的转型升级，逐步走上一条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黄店镇镇长李铭说：“在发展

中，我们把智慧农业与扶贫工作相

结合，建设了智能双膜玫瑰育苗温

室、高标准智能育苗日光温室、农

业跨境电商孵化基地等智慧农业

扶贫项目，不仅提升了农业发展质

量，还使845户 1903名贫困户实现

了长期稳定脱贫。”

（新华社 闫祥岭）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助力疫

情防控，方便市民出行，11 月 23

日，首批口罩自动售卖机正式入

驻成都地铁，乘客仅需通过线上

支付，便可在地铁站内获得口罩。

地铁如今已成为市民出行的

重要交通工具。因疫情防控的要

求，乘客在进入地铁等公共交通

场所时必须佩戴口罩，并接受车

站安检人员的监督检查。不少乘

客因忘带口罩进不了地铁站，给

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持续加

大疫情防控力度，打通服务市民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成都轨道

集团决定在地铁线网车站投放口

罩自动售卖机。据悉，成都地铁将

于春节前累计完成200台口罩自

动售卖机的投放，对地铁1、2、3、

4、5、6、7、8、10号线进行覆盖。

“地铁站内配置了口罩自动

售卖机，确实方便多了，就算偶尔

忘带口罩也能在站内解决，省时

省力。”地铁2号线行政学院站第

一个前来购买口罩的乘客王女士

表示。

新华社西安11月 24日电（记

者 许祖华）记者从 23日召开的陕

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了解到，《陕西省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近一年

来，陕西省深刻汲取秦岭违建教

训，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10月下旬至11月初，陕西省人

大常委会针对条例组织开展了执法

检查，执法检查组分别对西安、宝

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6市进

行了检查，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据介绍，陕西省持续推进秦岭

“五乱”（乱搭乱建、乱砍乱伐、乱采

乱挖、乱排乱放、乱捕乱猎）问题专

项整治、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尾

矿库安全运行、农家乐环境整治等

工作。2018年8月以来，查处秦岭区

域未批先建、非法占地、批小建大等

各类违规建设，整治违建问题4171

个，查处乱砍滥伐案件326起，完成

秦岭地区矿权退出73个，整治乱排

乱放砂土弃渣问题624个，拆除违

建农家乐324户、关闭 1267户，查

获乱捕乱猎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及其制品544只（件）。

同时，陕西还加大涉秦岭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2019年1月至今，

共侦办各类破坏秦岭生态环境违法

犯罪刑事案件739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995人，打掉犯罪团伙41个。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通过验收

新华社郑州 11月 24 日电（记者

韩朝阳）记者从河南省科技厅获悉，

科技部近日批复同意国家超级计算

郑州中心通过验收，并纳入国家超级

计算中心序列管理。郑州中心成为继

天津、长沙、深圳、济南、广州、无锡之

后全国第7家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通过验

收并投入运营，对促进河南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和支撑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

心配备了技术先进、自主可控的中科

曙光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峰值计算

能力100PFlops，存储100PB，主机系

统实测持续计算性能居国际同期

前列。

据河南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将面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立足中原、辐射周边、服务全

国，围绕数字经济、社会管理、环境治

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

一批重点特色应用，为河南乃至周边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算力

支撑。

下一步，河南省科技厅将会同相

关单位研究制定加快超算中心建设

发展有关措施，组织实施超算中心创

新生态系统建设科技专项，全力推动

超算中心建设发展。

中国成都旅日大熊猫
“良浜”顺利产仔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1 月 22

日上午北京时间10时 50分，中国成

都旅日大熊猫“良浜”顺利产下一只

雄性大熊猫幼仔，该幼仔初生体重为

157克，现由母亲“良浜”哺育。

大熊猫“良浜”出生于日本和歌

山白浜野生动物园，母亲是 2000 年

7 月从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以下简称“熊猫基地”）赴日本开

展两国大熊猫国际合作的雌性大熊

猫“梅梅”。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此次“良浜”在交配、妊娠期、

产仔期间，熊猫基地的专家均无法前

往日本实地开展各项指导工作。为了

保证大熊猫的生活、科研等各项工作

的正常开展，熊猫基地的专家团队同

日本白浜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建

立了良好的网络“云合作”工作机

制，熊猫基地的专家团队利用网络远

程指导日方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

双方通过这种“云合作”顺利克服了

各种困难，最终确保“良浜”顺利生

产，迎来了新的生命。

作为全球首个大熊猫国际长期

合作项目，中日双方的大熊猫国际合

作开创了多项世界第一，成为大熊猫

国际合作的典范：建立了国外最大的

大熊猫人工圈养种群；首例大熊猫秋

季发情，冬季产仔并育幼成活；人工

圈养条件下首例大熊猫母亲同时哺

育双胞胎成活。目前，在日出生的大

熊猫已有12只先后回到中国。

兜底保障担负着脱贫攻坚的底线任务，是解决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艰中之艰的最后防线。
如何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 11 月 23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山东
定陶

（上接A1版）

浇灌梦想、凝聚力量——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爱

护劳模的良好氛围

“我在一线工作了27年，能获得

这样的荣誉，是对我的鼓励与肯定，

更是鞭策与指引。”当选为全国劳模，

李绍杰难掩激动的心情。

李绍杰是中铁十九局三公司兰

渝铁路项目部三工区总工程师。面对

地质脆弱如豆腐的严峻挑战，李绍杰

带领团队在兰渝铁路胡麻岭隧道一

干就是 8年，填补了我国特殊地质条

件下隧道施工的技术空白。

劳模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

模，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一直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

劳模工作，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打实、

心贴心，让劳模从心底里感受到鼓舞

和温暖……

2019年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颁授仪式，习近平总书记

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颁授勋章奖章。

83岁的王启民是其中一位。上世

纪 60 年代以来，他数十年如一日奋

战在石油生产一线，为我国采油技术

攻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被称为

“大庆‘新铁人’”。

“获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的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忠

诚、执着、朴实。追求‘短、平、快’，当

不了英雄；想着‘名、利、奖’，造不出

伟大。”王启民说。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

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

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

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

创造不平凡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指出。

科技创新一线的“排头兵”、重点

项目建设的“领头雁”、平凡岗位上苦

练内功的劳动者……每一位劳模都

是共和国的财富。

着眼服务好劳模疗休养，全国总

工会出台了《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劳模疗休养工作的意

见》，每年组织劳模到全国疗休养基

地进行疗休养。2015年以来共组织近

2.6万人次劳模参加疗休养。

“要为劳动模范更好施展才华、

展现精神品格提供全方位支持，使他

们的劳动技能、创新方法、管理经验

能广泛传播，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劳动模范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

再接再厉，不断在新的起点上为党和

人民创造更大业绩。”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不久前，中国商飞上飞公司特级

技师胡双钱作为产业工人代表，参加

了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我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依

然感觉有使不完的劲，要在岗位上发

挥余热。”胡双钱说。他带领劳模创新

工作室团队，推进大飞机零件生产，

在传授技艺的同时，也着重培养学徒

独立思考、善于钻研的品质，培养好

大飞机事业接班人。

伟大事业需要接续奋斗。产业工

人队伍的建设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

2017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

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

署、亲自指导的一项重大改革。

方案强调，“增加产业工人在各

级各类劳动模范和先进代表等评选

中的名额比例”，“推动具备条件的行

业企业建立职工创新工作室、劳模创

新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

劳模、工匠进学校、进课堂，进企业、

进班组，奏响‘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的时代主旋律”。

自2018年起，全国总工会开展的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评选进一步加大

对产业工人的表彰力度，将其所占比

例单列并要求不得低于 35%。两年

来，全总集中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1392 人，基层一线劳动者占

86.6%，其中产业工人570人，占表彰

总数的40.9%。

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关爱下，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把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日常工作

中，并示范带动一大批职工成为创新

能手和高技能人才。2016 年以来，全

国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3751.8 万件，

技术革新项目 214.5 万项，发明创造

项目80.8万项，推广先进操作法的项

目 64 万项，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获得

国家专利项目64.5万件。

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

广大劳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凝聚智慧和力量，在共和国的

光辉史册上创造更加骄人的业绩，书

写更加绚烂的华章。

（新华社 樊曦 齐中熙 赵文君 魏
玉坤）

陕西持续推进秦岭“五乱”问题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