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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陇南
召开，吹响了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发起总攻的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陇南凝心聚力实施精准脱贫，全
市有6个县区脱贫摘帽，1565个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下降
至3.69万，贫困发生率由53％下降至1.56％，全市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2621元提高到7734元，年均增速居
秦巴山特困片区18个市州第一。如今，陇南正向绝对贫困发
起最后攻势，将如期交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场大考的好
答卷。

确保硬件达标

2018年5月份，村民李吉地卓玛一家搬进了坪垭藏族乡
易地搬迁点，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开起了小卖部。

忙碌间隙，她会不时眺望巍巍大山。山顶云雾缭绕，半
山上的房屋像是置身仙境。但李吉地卓玛却对“美景”有切
肤之痛：“要不是搬下山，现在就是最担心的季节。”

坪垭村在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自然环境恶劣，山
洪、冰雹、滑坡等灾害经常发生。

陇南2011年底贫困人口达130多万，在秦巴山特困片
区18个市州中排第一；贫困发生率为53％，居甘肃省14个
市州之首；全市所辖9县区全部为国家级贫困县。

陇南把全市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帮扶难度最
大的地区，划分为25个特困片区，采取“过筛子”方式，深入推
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安全饮水“3＋1”清零行
动，全面解决“三保障”问题。李吉地卓玛所在的坪垭藏族乡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彻底改变了居住生活环境。

脱贫路上，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陇南都在发生
变化：“十三五”期间，全市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
困户6.18万人；农村危房改造受益49万多人；解决农村安全
饮水180多万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9县区综合医院、1万人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全部
达到标准；2015年至2018年以每年3000公里的速度推进农
村公路建设……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陇南努力补齐短板
弱项，确保硬件达标。

确保收入过线

做衣领、上拉链、缝袖口……坐在整洁的扶贫车间里，刘
芳军熟练地操作缝纫机赶制校服。对他而言，从前在大山的

“石头缝里种地”的艰难岁月就像一场远去的梦。
刘芳军的家在武都区安化镇樊家坝村。几年前，他和妻

子在外地打工，孩子跟着没少受罪。去年9月，扶贫车间在镇
上成立，夫妻俩成为“上班族”，每月有近万元的稳定收入。

近年来，陇南持续推进产业和就业扶贫，在实践中创新
探索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用好东西扶贫协作和中央定点帮

扶力量，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
疫情期间，陇南支持发展同城配送平台64家。发展电商同城配送，促进形成卖全国、卖

跨境的“外循环”和自产自销“内循环”互补发展。
陇南通过“外出务工、本地项目工地务工、公益性岗位、扶贫车间务工、劳务奖补”五措并

举，确保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不减，1月至5月，全市输转劳动力62.5万多人。陇南创建扶
贫车间343家，吸纳富余劳动力近万人，累计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4万多个。

（下转第三版）

6月25日是第30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
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在全国上
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的战略含义更加凸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着力抓好农业生产，14亿中国人的饭碗，我们
有能力也务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一多三少”：土地资源
总量多、人均占有量少、优质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
少。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多万平方公里，占世
界陆地面积的1/15，但是人均占有土地不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1/3。

在土地资源中，耕地的多少和质量最受关注。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优高等仅

占三成。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别，1等耕地质量
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96等。
优等地面积仅有2.90％、高等地面积为26.59％、中
等地面积为52.72％、低等地面积为17.79％。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
14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为
此，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出要像
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并从法律层面从“基本
农田”上升到“永久基本农田”，确保 18 亿亩耕地
红线。

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
化进程中，我国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2000年至
2012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70%，城镇建成
区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目前，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中
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有 5000 平方公里，占全国城
市建成区的11%。

过去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我国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普遍偏低，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
依赖性较强，城镇土地低效、粗放扩张比例较高。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直接导致东西部土地利用
效率差距较大。2009年以来，全国84个重点城市
中低效扩张与粗放扩张型城市数量占比始终较高，
集约扩张型城市仅占20%左右。

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向立体化方向发展，不
仅重数量，也重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防止补
充耕地数量不到位或质量不到位的问题，也坚决防
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同
时，土地利用由粗放发展向节约集约转变，以盘活
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让每个
城镇长成巨人。同时统筹地上和地下空间，开发存
量用地的潜力。

耕地保护，久久为功。让我们倍加珍惜耕地资
源，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为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
保障。

守 好 用 好“ 饭 碗 田 ”
黄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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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
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
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
实施期限。

《通知》明确，各省份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
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
12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
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
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底。湖北省对大
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免征的政策，继续执行到2020年6月底。受疫
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
缴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
滞纳金。

《通知》提出，各省份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
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个人缴费基数下限
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继
续参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
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

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者刘慧从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小麦收
获接近尾声，夏粮收购开局良好进展顺
利。湖北、江苏、安徽3省已先后启动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截至6月20日，主产区
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91亿斤，同比减少25
亿斤。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
长秦玉云表示，今年夏粮收购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小麦品质较好。主产区收获的小麦
一、二等明显增多，强筋弱筋等专用麦比例
较去年提高2.8个百分点；二是收购进度正
常。今年小麦收获期有所提前，开秤初期进

度快于去年。但6月中旬以来，由于江淮地
区降雨较多，对新粮购销造成了一定影响，
加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户储粮意
愿有所增强，收购量有所回落。三是市场购
销活跃。当前，各级储备粮轮换收购积极，
部分库点收购价高于最低收购价。加工企
业前期原料库存偏低，存在补库需求，采购
量较大。随着玉米价格上涨，小麦成本优势
凸显，饲料企业逐渐增加小麦采购量。目
前，多元市场主体入市积极，市场化收购超
过总收购量的95%。四是价格总体平稳，
优质专用小麦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优势
明显。

沿深圳城市主干道滨河大道一路向东，行驶至
船步路交界处，就来到了位于深圳河畔的渔民村。
这里与香港隔河相望，面积仅0.25平方公里，总人
口4378人，其中村民240人。当年，深圳从这里出
发，“从一个小渔村演变为大都市”。如今，16栋楼
宇组成的渔民村，错落有致、环境优美、绿意盎然，
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

渔民村集体企业——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颂球告诉记者：“饮水要思源。改
革开放是渔民村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今年是深
圳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一直以来，渔民村都秉
承着开放的态度。”

“纵观渔民村的发展脉络，第一步是靠河（深圳
河）卖鱼，第二步是靠地卖楼收租，未来，我们要靠
科技，打智慧牌、文化牌，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实现渔民村的高质量发展。”吴颂球说，“如今，
渔民村已经在生活上实现了‘物质小康’，接下来要
实现‘精神小康’。”

“‘精神小康’要从家风建设开始。”吴颂球认
为，好的家风首先要体现在对老人的关爱上。
2012年以来，村里着重从社区服务尤其是老年人

服务为着力点，让老人们有事有人帮、有病有人
看。2014年，村股份公司回收部分外租物业，建成
了430平方米的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精神小康’还要培养大家养成学习习惯。”吴
颂球介绍，渔民村内建设了文化室，设立深圳图书
馆自助图书馆渔民村服务点，挖掘特色渔民饮食文
化，引进粤剧团、深圳诗词学会。

“‘精神小康’要有感恩之心。”渔民村老村长邓
志标告诉记者，每周一，村里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在村里的村民都会前往参加，“我们希望通过言传
身教，让年轻一代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后继要有人，鼓励大家为建设幸福和谐社区出力”。

最让渔丰股份公司总经理黄兴炎感到自豪的
是，村股份公司通过组建渔丰物业公司，对全村出
租屋实行“统一出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房屋
出租率连续多年保持100%，而且连续8年没有发
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股份公司资产比刚成立时增
长了20多倍。

今年40岁的邓国华对村里的变化感触颇深：
“自助图书机不断更新换代，满足了我们对文化知
识的需求；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让村里的老人多了一

个娱乐的场所，唱歌、打牌、跳舞等活动丰富极了。”
渔邨社区党委书记、工作站站长李竞介绍，近

年来，渔民村按照“年度有菜单、月月有主题、周周
有活动”的要求，开展传统节日活动、音乐舞蹈、书
画艺术、技能比赛、亲子课堂等各类培训及活动；依
托社区“民生微实事”，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利用党
群服务中心设立文明实践大讲堂；结合渔民村村史
馆，组织村民讲述改革开放故事。

在渔民村入口处一侧，一项社区环境改造工程
正在施工。“改造工程可改善社区环境，解决各场地
缺乏无障碍通道问题，增加户外娱乐休憩设施。此
外，也可将党群服务中心所在的住宅楼一、二层升
级成融合党务、社区政务、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3.0版本’。”南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陈
明伟介绍，工程7月完工后，将推动370项自然人
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街道及
社区业务区内各社区通办。社康中心、老年人日间
照料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各项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与机构也都将迁移至此，确保居民的各
类问题和诉求在中心能得到逐一解决。

（下转第二版）

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期限

多元市场主体入市积极

夏粮市场化收购占比超 95%

从“物质小康”向“精神小康”迈进——

深 圳 渔 民 村 的 新 追 求
本报记者 杨阳腾

6 月 24 日，由中交二
航局投资建设的汉江首
座、世界第四座三塔式悬
索桥——湖北襄阳凤雏大
桥建成通车，襄城与樊城
间再添一条过江通道。

凤雏大桥线路全长
2.6公里，跨江主桥为三塔
钢混结合梁悬索桥，长
756 米，主跨 378 米，桥面
设计为双向六车道。该大
桥也是襄阳市第一个落地
的PPP项目。

延 涵摄（中经视觉）

汉江首座三塔式
悬索桥建成通车

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者姚进从国
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外债
规模稳中有升。截至3月末，我国全口径
（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0946亿美元，较
2019年末增长373亿美元，增幅1.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
王春英表示，一季度外债增长主要由银行货
币与存款余额增长推动，体现为非居民机构
存款和同业存放余额的增加。外债结构持
续优化。从币种和期限结构看，本币外债占
比38%，中长期外债占比42%，分别较2019
年末上升3个和1个百分点。

王春英表示，近年来，外债规模平稳增

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
进程。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国
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外汇局出台多项
跨境融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借用
外债空间，便利企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持续深化外汇领
域改革,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在进一步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有效防范跨
境融资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截至3月末全口径余额20946亿美元

外债规模稳中有升结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