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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市财政局消息，今年3月底，重庆启动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现已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累计采集了700余
万个人账户信息，除将规定的17项项目纳入“一卡
通”发放系统，区县自行纳入补贴项目53项，涉及14
个业务主管部门和70项补贴资金，已通过系统发放
补贴600万余人次、16亿余元。

据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高新区在全
市率先将第一笔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1988元通
过“一卡通”发放系统向3位城市低保户发放。随
后，大渡口、南岸等地陆续通过“一卡通”发放系统跨
行发放补贴资金，使得“一卡通”发放系统从小规模

的试运行向正式运行过渡。
据介绍，“一卡通”发放系统个人账户库的建立，

实现了各类补贴“一卡”管理，减少了无效卡和重复收
集银行账号等信息的工作量，发放补贴对象及标准确
定后，通过“一卡通”发放系统个人账户库直接匹配银
行账号信息，与原来工作流程相比，平均提速了10个
工作日以上，同时大大减少了账户信息错误率。

按照计划，重庆力争到2023年，所有直接兑付
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原则上通过“一
卡通”发放，届时群众不仅可以一卡领取各类补贴补
助，还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各类补贴政策清单，财政资
金也将得到更加严格的全流程监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乡村建设
行动的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务实管用的举措，对
于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大意义

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
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充分调
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亿，
占36.11%。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
4亿多人口。如此大的规模，决定着农村不能成为荒
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让生活在农
村的居民同样过上现代生活，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
果。实施乡村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
手，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深远意义。

同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
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县域内城镇居
民仍有一定差距，农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往村覆
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不能满足农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均等化供给、一体化发展任重道
远。

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实施分类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总体上将
村庄分为四类，即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
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拆迁撤并类村庄。顺应村庄发展
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
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建设。集聚提升类村
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建设的重点，要在原
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重点是改造提升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美
化村容村貌。城郊融合类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
的优势，也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要推进建设城乡
一体化的生产生活设施，推动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彰显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重点是保护好传统
民居、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遗迹等，用好“绣花功
夫”，以“微改造”的方式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修复。推

进“多规合一”实用村庄规划编制，把更多美术元素、
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
味、文化品位，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健全乡村建设多元投入机制，强化要素保障

乡村建设量大面广，要切实加大投入，从财政投
入、金融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健全乡村建设多
元投入机制。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规范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保障乡村建设的合理用地需
求。加快培育乡村建设的各类技术技能和服务管理
人员，引导规划、建筑、园林、景观、艺术设计、文化策
划等方面的设计大师、优秀团队下乡，发挥好乡村能
工巧匠的作用，把乡村规划建设水平提升上去。

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上，创新项目管理机制，优先
纳入、优先安排群众需求强烈、短板突出、兼顾农业生产
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在乡村建设的统筹协调
上，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要求，推
进乡村建设落地实施。以县域作为切入点和载体，推进
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强化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优化配置。

乡村建设行动：分类推进 多元投入
■张灿强

近期，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日最高温度超过
40℃。高温天气易导致家畜、家禽等动物热应
激综合征的发生，对家畜、家禽等动物养殖造成
危害。

据了解，高温带来的畜禽等动物热应激综合征
会导致畜禽生产性能下降、死亡率增加，从而影响养
殖场（户）的经济效益，甚至造成巨大亏损。

目前气温最高的时段为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要特别注意降温。对于开放、半开放畜舍、禽舍，应
在舍内加装喷淋设施，用地下井水对家畜、家禽喷
淋，起到降温效果。同时架设通风设施，如大功率风
扇等，保证禽舍正常通风，有助于蒸发散热。全密闭
畜舍、禽舍要保证湿帘、风机正常运行，达到理想的
降温效果。

降温的同时，要保障畜禽足够的饮水，检查家
畜、家禽舍饮水设施是否完备通畅，保证全天24小
时干净、清凉饮水供应。为预防热应激综合征的发
生，可适当增加饲料中的脂肪含量，这对防止热应
激有积极效果。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维生素，也可以
有效提高家畜、家禽等动物的抗热应激能力，减少
死亡率。

（本报综合）

近日，西南地区水稻新品种现场展示交流会在
荣昌举行，来自湖南、云南、贵州等地的50余名种子
经销商参加。

“臻两优钰占水稻，是一种新品种，它具有两种
特点：生育期适中和穗粒结构合理，很适合在长江上
游种植……”在仁义镇示范田观摩环节，技术人员对

“臻两优钰占”等水稻新品种的特征特性、种植情况
等进行详细讲解，向参会人员分享了水稻新品种选
育、病虫害防控和田间管护等农技知识，为大家科学
选种、育种和经营提供帮助。

该活动由重庆丰谷农资公司、湖南隆平种业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活动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
让更多种植户和经销商了解新品种的特征、特性和
产量情况，便于推广种植，帮助村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

重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实现“一卡通”发放

■孙琼英

西南地区水稻新品种
现场展示交流会在荣昌举行

■张泽美

8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的党员
志愿者在帮助村民抽水灌溉稻田。

连日来，多地出现高温少雨天气，人们积极抗旱

保生产，降低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新华社记者 谢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