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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
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
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
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本报敬告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了《关
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的意见》。针对如何落实文件要求
等问题，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进
行了解答。
部分地区出现耕地“非粮化”倾向

问：意见出台有何背景？
答：近年我国农业结构不断优

化，粮食连年丰收，为稳定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支撑。与此同
时，部分地区也出现耕地“非粮化”
倾向，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
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一些经营
主体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
塘，一些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
改种非粮作物等，这些问题如果任
其发展，将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增长、消费结
构不断升级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
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农产品市场供
给不确定性增加。必须坚持把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首

要任务，以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来应对
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采取
有力措施防止耕地“非粮化”，牢牢守
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
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耕地用途

问：意见对科学合理利用耕地
资源有什么要求？

答：我国耕地总量少，质量总体
不高，后备资源不足。面对农产品
生产需求多样化，必须处理好发展
粮食生产和发挥比较效益的关系，
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耕地用
途，必须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
的保住，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
于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

意见明确了耕地利用优先序。
首先，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
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积。其
次，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棉、
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
产。第三，在优先满足粮食和食用

农产品生产基础上，适度用于非食
用农产品生产。对市场明显过剩的
非食用农产品，要加以引导，防止无
序发展。

让种粮农民有甜头有盼头
问：意见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有何考虑？
答：按照意见部署，将坚持多措

并举、多管齐下，提升种粮比较效
益，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入，让种粮
农民有甜头有盼头。

我们将加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
激励，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
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继续实施稻谷
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培育
粮食产业化联合体，支持建设粮食
产后烘干、加工设施，打通粮食生产
流通上下游产业链，提高粮食经营
效益。

同时，大力推进代耕代种、统防
统治、土地托管等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积极开展粮食生产薄弱环节

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着力解决水
稻机插、玉米籽粒机收等瓶颈问题，
加快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推
进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
入保险试点。
各地区都有义务保障粮食安全
问：根据意见，如何稳定各地粮

食生产？
答：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必须举全国之力解决 14亿
人的吃饭大事，各地区都有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但近年
来一些粮食产销平衡区自给率明显
下降，主销区自给率持续低位下行，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净调入量
明显增加。

意见要求，粮食主产区要努力
发挥优势，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继续为全国做贡献；产销平衡
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产能有
提升、产量不下降，共同维护好国家
粮食安全。

坚决制止工商资本违规行为
问：如何防止工商资本大规模

流转耕地不种粮？
答：根据意见，将强化政策激励

和宣传引导，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
发挥比较优势，到农村从事良种繁
育、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生产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等适合企业化经营、
效益高、不与农民争利的领域，支持
其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同时，修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规范工商企业等社会
资本租赁农地行为，加强对土地经
营权流转的规范管理，防止浪费农
地资源、损害农民土地权益。

要督促各地抓紧依法建立健全
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
审核制度。强化租赁农地监测监
管，对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
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
粮化”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纠正，
并立即停止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据（吉林日报）

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生命线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解读《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解读《关于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城镇老旧小区改多少、改什么、钱从哪来？
这一系列广受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得到进一步明确。

先来看看要改多少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最新目标

“十四五”期间：
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基本完成 2005年底前建成的老

旧小区改造。
2021 年全省共 1623 个小区、涉及 7130 栋楼房、面积

3205万平方米、居民39万户改造任务上报申请纳入全国年
度改造计划。

了解目标后，再看看最新进展
2019年、2020年，全省共有2776个老旧小区纳入全国

年度改造计划
改造范围
2019 年、2020 年两个年度，全省共有 2776 个老旧小

区，涉及9136栋楼、面积3790.56万平方米、居民491859户
改造任务纳入全国年度改造计划。

注意：拟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或者拟以拆除新建方式
实施改造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不得纳入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

最新改造进展
到今年底：
2019年计划改造的831个小区将实现基本完工；
2020年计划改造的 1945个小区，在 10月底已经实现

全部开工的基础上，到目前，已有398个小区实现完工。
有何影响
从“无人管”变“有人管”，从“旧”模样到“新”面貌，从

“堵、漏、乱”到“洁、净、美”……
改造后的小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得到彻底的治理，小区

空间环境得到全面的改善，居住建筑环境得到全面的提
升。

吉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划重点”
如何改造
那么，具体怎么改造呢？
做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等三类项目改造和提升

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5G网络设施建设、支持可再
生能源应用。

什么是基础类？完善类有哪些？能提升什么？
基础类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

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包括改造提升小区内部以
及与小区联系的供水、排水、供电、弱电、道路、供气、供热、
消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有线电视、移动通信等基础设
施，以及光纤入户、架空线规整（入地）等。

完善类
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条

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包括拆除违法建设，整治小区及周
边绿化、照明等环境，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设施、无
障碍设施、停车库（场）、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设施、智能
快件箱、智能信包箱、文化休闲设施、体育健身设施、物业
用房等配套设施。

提升类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包括改造或
建设小区及周边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卫生服务站等公共
卫生设施、幼儿园等教育设施、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
以及养老、托育、助餐、家政保洁、便民市场、便利店、邮政
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

钱谁出
老旧小区改造一举多得，但关键问题来了，这需要真

金白银，钱谁出呢？
意见明确，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共担

机制。
怎么共担，各方出多少钱
中央补助和财政资金
中央补助和财政资金主要保障涉及居民安全需要和

基本生活需求的基本设施，也就是基础类改造。
2019年我省争取中央财政和预算内资金23.1亿元，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 16.3 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6.8 亿元。
2020年争取中央财政和预算内资金 44.7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11.7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33亿元。

社会力量、社会资本
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资解决涉及公共服务的供

给，属于提升类工程。
居民出资
需要居民部分出资的主要涉及完善类改造内容，可通

过直接出资、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
等多种方式参与出资支持改造。比如小区改造前没有划
定停车区域，改造后设置了停车位，居民可通过付费使用
来支持改造建设的费用和改造后的维护费用。还有不直
接出资，而是通过让渡一些共有的公共空间和资源，如共
有的闲置房屋，改做食堂、便民市场、超市等支持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直接与百姓生活品质挂钩，如何保证服
务质量？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怎么考核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各市（州）政府绩效考核：以群

众满意度和受益程度、改造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作为重要
指标。

据（吉林发布）

我省老旧小区改造最新进展公布
（上接 16 版）2020 年，全镇
预计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1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5万元，完成招商引资3.5
亿元。

打造特色产业，推动种
养产业转型升级

两年来，进化镇围绕
全市产业发展规划，突出
产业结构优化，积极探索

“农事体验+周末休闲”模
式，发展以通河村景区为
基础的乡村旅游，重点推
进中草药和大榛子种植等
特色产业。

维新村山林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优良，镇里扶持该
村发展白鲜皮、桔梗等中草
药种植，现种植面积已达到
近千亩。三合村建成了 83
亩棚膜葡萄经济示范区，实
行定单销售。大兴村、维新
村建设了千亩大榛子种植
基地，以电商平台为主要销
售渠道，年产值达260余万
元；亿和瑞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 1600 万元建设生
猪繁育养殖基地，通过自繁
自养现有存栏生猪 15026
头，种猪 202 头，成为省内
东南部地区最大规模的生
猪养殖基地。目前，全镇已
培育葡萄种植、中草药、食
用菌、大榛子、果园、养鸡、
养牛、养猪等特色种植养殖
大户25户。

认真规划设计，建设绿
美“诗画”之乡

两年来，进化镇按照
“村美、户富、班子强”工作
标准，聘请专业设计团队，
填补盲点、捕捉亮点、扮靓
景点、创建范点，总投资970
万元，建设了“绿化美化样
板村谢家村、美丽庭院标兵
村大兴村、庭院经济引领村
进化村、休闲旅游民宿村通
河村、党建引领示范村永范
村、乡土文化融合村乐善
村、健身娱乐休闲村前进
村”等7个“百村示范”工程
示范村，完成了全镇行政村
70%的创建任务，其中通河
村被评为全省“百村引领千
村示范”工程示范村。按照
镇区专业化、村屯职业化、
公路分段承包化方式，将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量化到村
细化到人。

全镇10个行政村24个
自然屯环境保洁实现网格

常态化管理全覆盖。组建
专业化保洁队伍 18 支 55
人，按时上岗，按月发放工
资；配齐配全垃圾处理基础
设 施 ，共 配 发 垃 圾 箱 107
个，垃圾池36个，垃圾桶26
个，保洁车辆40辆，保洁服
90 套。在垃圾“村收集”基
础上，配合明基公司完成垃
圾转运，实现农村垃圾“户
分类、村收集、城乡一体化
处理”工作目标。拆除公路
沿线违章建筑并进行绿化
美化，清除房前屋后、院内
道旁、田园视野范围内的垃
圾，全力打造“点上出彩、线
上美丽、面上整洁、远观山
有景、近在诗画中”的美丽
进化风景线。

凝聚干群合力，全力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三年来，进化镇聚焦打
好脱贫攻坚战，摸索出一套
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组合
拳。

不折不扣落实保障政
策，贫困户基本保障实现
全覆盖。通过危房改造、
安全饮水、农村改厕等政
策措施的推进，全镇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
三保障”实现全覆盖。做
好产业扶贫，扶贫产业项
目实现全覆盖。通过实施
贫困村中草药育苗基地项
目和非贫困村生物质颗粒
生产加工项目，全镇贫困
户产业扶贫全覆盖。贫困
村实现每年分红收益10万
元，3 年脱贫攻坚任务期间
每 户 分 别 收 益 1029 元 、
1500 元和 2000 元；非贫困
村2018年和2019年分红收
益共 97410 元，两年每户分
别收益909元和650元。为
切实提高贫困村农民经济
收入，镇党委和驻村工作
队按照“统一秧苗、统一指
导、统一回收销售”的模式
发展庭院经济，组织全镇
有条件的贫困户通过房前
屋后菜园子打造“放心”农
家菜篮子 18 亩，并衔接市
区机关部门为“放心菜”寻
找销售渠道，累计销售放
心菜近 8 万斤，户均增收
350 元以上，最多增收 1100
元。目前，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82 户 134 人已全
部脱贫，贫困村进化村于
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

遗失声明
王 志 永 身 份 证 号 ：

220323196401150843，10 月 25
日丢失，声明作废，丢失后的违
法用途一切责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段庆宏遗失残疾证，证号：

22028219730417053444，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红梅镇庆斌碎石

经 销 处 ( 统 一 社 会 代 码:
92220581MA154MQE5D)
经营者：曾庆斌，将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丢失，现登报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李 翔 宇 遗 失 学 生 证 ，学

号：201743080106，声明作废。
声明

孔令熙将吉林大学生物与
农业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工程
专业 2018 级 2018452009 号研
究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
张彦辉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丢失（收据
编 号 ：18002043853 金 额 ：
77006.43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