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
出台《关于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
草行业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
16 条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林草建
设、开发林草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的具体意见，支持和引导社会
资本进入林草行业助推绿色经
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从六个方
面对《意见》主要内容进行具体
解读。

其中，关于分类有序开发利

用森林资源，《意见》明确，允许在
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利用非
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和二级国
家级公益林及地方公益林，适度
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
植养殖等产业。进一步放活人工
商品林经营权，在保障生态功能
发挥的同时，由经营主体依法、依
规（标准）实行自主经营。

在进一步深化林业体制改革
方面，《意见》提出，在全面完成集
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和国有林区
改革、国有林场改革任务的基础
上，围绕活化林地林木资源资产，

完善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机制，积极打造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数字化林权交易
管理等体系，活化森林资源资产，
为社会资本到林草行业投资兴业
搭建服务平台。

在加快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
基地建设方面，《意见》明确，通过
落实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或者
对第一轮退耕还林地进行林相改
造，积极建设红松、核桃等优质乡
土木本油料产业基地和林下经济
基地。允许产业基地合理利用林

地空间建设辅助设施，并按照为
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进行审
批。

关于如何提高林区各类资产
的利用率，《意见》明确，实施差别
化供地政策，通过“点状供地”等
方式，盘活林场林区闲置建设用
地，鼓励充分利用林区内闲置场
地、房屋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林产
品加工和各类服务业；企业或国
有林场经营使用的生态保护、森
林经营、科研、监测等固定基础设
施，可在闲置期间开展服务活动。

在积极落实林草产业发展用

地和税费支持方面，《意见》明确
提出，重点林草县域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优
先支持林产品产地初加工和森林
旅游康养产业项目；社会资本、国
有林业局、国有林场等利用现有
房产兴办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
设施的，在不改变用地主体、规划
条件的前提下，可享受 5 年内继
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
土地的过渡期政策；对从事林下
种养和经济林种植、林产品初加
工的经营者，按相关规定落实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的
减免政策，购置农机补贴范围内
各种生产设备的，可享受农机购
置补贴。

此外，《意见》鼓励各类经营
主体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允
许造林主体依据《造林技术规程》
国家标准规定的最低初植密度，
自主确定造林密度和树种搭配；
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复治理达
到 50 公顷的，允许利用不超过
3%、最大不超过15公顷的治理面
积，开展种、养、游、服务业。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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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卫生健
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新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规定了 564 种农药在 376
种（类）食品中10092项最大残留限量，
全面覆盖我国批准使用的农药品种和
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与
2019版相比，新版标准中农药品种增加
81 个，增幅为 16.7％；农药残留限量增

加 2985 项，增幅为 42％。农药品种和
限量数量达到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相关标准的约2倍。

新版标准设定了29种禁用农药792
项限量值、20种限用农药345项限量值；
针对社会关注度高的蔬菜、水果等鲜食农
产品，制修订了5766项残留限量，占目前
限量总数的57.1％；为加强进口农产品监
管，制定了87种未在我国登记使用农药
的1742项残留限量。 据（吉林日报）

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发布
全面覆盖我国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
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记者从4月2日
上午召开的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
了解到，《办法》列出了不得推荐
或选用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12
条负面清单，戏说党史、国史、军
史，危害国家安全，存在科学性错
误，违规植入商业广告，有违公序
良俗等读物均被纳入负面清单。

根据《办法》，这12条负面清
单包括：

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污
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模人
物，戏说党史、国史、军史的；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有
反华、辱华、丑华内容的；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
全的；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

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的内容，
宣扬宗教教理、教义和教规的；

存在违反民族政策的内容，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
族团结，或者不尊重民族风俗、习
惯的；

宣扬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存在
崇洋媚外思想倾向的；

存在低俗媚俗庸俗等不良倾
向，格调低下、思想不健康，宣扬
超自然力、神秘主义和鬼神迷信，

存在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赌
博、毒品、引诱自杀、教唆犯罪等
价值导向问题的；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

存在科学性错误的；
存在违规植入商业广告或变

相商业广告及不当链接，违规使
用“教育部推荐”“新课标指定”等
字样的；

其他有违公序良俗、道德标
准、法律法规等，造成社会不良影
响的。

《办法》还明确提出，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通过举办
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读
物。学校要明确受捐赠课外读物
来源，由学校或上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审核把关，明确价值
取向和适宜性把关要求。

据（吉林日报）

教育部——

1212种情形的读物禁止进入校园种情形的读物禁止进入校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4月
15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工作。加强粮食流通管理，确保粮食收
购、储存、销售、加工各个环节平稳有序
运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近
年来，现行《条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
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必要修改完善。
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6个方面对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
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食经营活
动。《条例》规定，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
性粮食经营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规定，严禁虚报收储数量，严禁以陈
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
虚假轮换、违规倒卖，严禁挤占、挪用、
克扣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严禁以政策
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严
禁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入贯彻落
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转变粮食流通监
管方式，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粮食经营者
信用档案，明确和完善监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措施。

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建
立健全粮食流通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规定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
粮食储存期间，应当定期进行品质检
验，未经质量安全检验的粮食不得销售
出库。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
污染物超标或者霉变、色泽气味异常等
的粮食，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规定粮食仓储设施应当符合有关标准
和技术规范，粮食品质达到轻度不宜存
时应当及时出库，减少粮食储存损耗。
运输粮食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运输
的技术规范，减少粮食运输损耗。国家
鼓励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
储存、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开展珍
惜和节约粮食宣传教育；鼓励粮食经营
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
用率。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条例》进一步提高粮食经营者的违
法成本，加强行政处罚与追究刑事责任
的衔接。对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条例》明
确，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发展改革、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
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粮食流通监
管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据（农民日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
4月15日起施行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
保障机制的措施，拓宽个人账户资金
使用范围，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具体
来看，职工医保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
化。

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

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
基本医保网，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缓解看病贵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
来，又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压、糖
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销。
下一步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
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
担。

会议确定，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
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
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
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
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
后随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
障水平。

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 34423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1498万人，增幅4.6%；在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中，在职职工25398

万人，退休职工9025万人。
此前，基本医保制度是以保住院

为重心，2019 年职工医保的住院政
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80%以上，但是门诊保障比较薄弱，
大部分门诊费用主要通过个人账户
来支付。但个人账户的钱比较少，有
些常见病费用很高，单靠个人账户无
法支付。

因此，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
报销，有助于减轻参保人员的就医负
担。

单位缴费不再计入个人账户
会议确定，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

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
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
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
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
地区实施此项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
平均水平的2%左右。

改革前，医保个人缴费的全部和
单位缴费的 30%计入个人账户。而

改革后，对于在职职工来说，单位缴
费部分全部计入统筹基金，不再划入
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只有个人缴费划
入了。

如此一来，进入到个人账户的钱
就变少了，那这一部分钱用到哪里了
呢？

国家医保局 2020 年 8 月发布的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曾指出，调整统账结构
后减少划入个人账户的基金主要用
于支撑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提高门
诊待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执行研究员张盈华此前对中新网记
者表示，取消单位缴费划转个人账户
部分，意味着医保基金社会统筹部分
加大，增强了健康人向患病者的共
济，对于健康者来说，日后自己生病
也可获得来自社会成员之间更多的
共济。

个人账户可以给家属用了
会议确定，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
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
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
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
缴费。

这意味着，进入到个人账户的钱
变少了，但是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扩大
了。

之前，个人账户只能支付职工本
人的医疗费用，大部分健康人群个人
账户大量结余，而少部分年老、体弱
人群个人账户入不敷出、个人负担沉
重。改革后，将扩大到可以支付职工
配偶、父母、子女的个人负担费用。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
杨燕绥认为，医疗保险本质是社会互
济，但个人账户共济能力差，年轻人、
健康人用不了，老年人不够用，个人
账户使用范围扩大，有助于加强家庭

互济，一人参保保全家。
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

会议确定，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
理，完善稽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
虚假住院、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
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
费机制。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
命钱，有人却把医保基金看成“唐僧
肉”，想方设法从中“滴漏渗透”，骗取
医保基金。

数据显示，2020年，60余万家定
点医药机构被检查，40 余万家违法
违规违约定点医药机构被处理，
223.1亿元医保基金被追回。一半以
上的定点医药机构曾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基金使用问题。

随着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骗
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受到更大力度
的“强监管”。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
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逐步将门
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销。根据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此项工作
由国家医保局牵头，财政部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5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年内持续推进。

据（吉林日报）

医保迎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