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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继续提高
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今年是国家实施

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的第一年。眼下，全

国收购油菜籽 72万

吨，同比增加 32 万

吨。从当前的生产和

收购调度来看，今年

油菜籽面积、单产、总

产实现“三增”。

作为油脂油料

市场化收购主体的

中粮集团坚持敞开

收购，到目前，已收

购油菜籽6万多吨，

支付农民油菜籽款4

亿多元。

为提高油料产能

和自给率，今年中央

财政每亩补贴 150

元，开发冬闲田里推

广水稻与冬油菜轮作

模式，并安排产油大

县奖励、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等项目资金30多亿元，专项

支持油菜生产，有效调动了地方政

府重农抓油和农民务农种油的积极

性。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夏

收油菜面积再次超

过1亿亩，单产有

望创历史新高。

（据央视网）

为适应医疗费用增长和基

本医疗需求提升，确保参保人

员医保权益，国家医保局、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关

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2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医

保筹资标准。

通知指出，各级财政继续

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

力度，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61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30元，达到每人每年350元。

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

方实施分档补助，对西部、中部

地区分别按照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80%、60%的比例给予补助，

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

比例补助。统筹安排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资金，确保筹资标准

和待遇水平不降低。

同时，将探索建立居民医保

筹资标准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相挂钩的动态筹资机制，进一

步优化筹资结构。并放开新就

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

员参保户籍限制。切实落实《居

住证暂行条例》持居住证参保政

策规定，对于持居住证参加当地

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要按当地

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

在巩固提升待遇水平方

面，通知明确要稳定居民医保

住院待遇水平，确保政策范围

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

右；完善门诊保障措施，继续做

好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

障，健全门诊慢特病保障；合理

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待

遇，做好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

保障。 （据新华社）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史妙荣）今年以来，陕西省

丹凤县商镇王塬村扎实开展“三百

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积极发

挥党支部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美化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支部领航，建强基层组织堡

垒。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组织活动，不断加强业务

知识学习，切实提高工作能力。

问题导向，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积极争取各类项目资金90

万元，补齐产业路“肠梗阻”，完成

650米产业联动路建设和270米

产业路硬化。

头雁带富，助力特色产业发

展。按照“头雁”助力“三百四千”

要求，带动发展产业。争取100

万项目资金，新建现代农业智能

日光大棚13个；完成90亩水杂果

园果树科管和提升；发展200亩

黄芩、板蓝根、丹参等地道中药材。

生态铺路，提升人居环境质

量。持续深入开展“秦岭生态卫

士”活动，大力实施“一拆两清三

改四提升五建园”行动，全力打造

生态宜居村庄。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周廷

通讯员 蔡铭）近年来，陕西省山阳

县城关街道卜吉沟村坚持把改善

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

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切入点，促使村庄面貌焕

然一新。

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颜值。为

了让村庄面貌变得更加整洁，村

上为村民统一购置配备了“两桶

一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备，设

立可回收垃圾收购点、不可回收

垃圾填埋点，清理了农户门前屋

后“三堆”。通过给群众下发致农

民朋友的一封信以及签订门前

“三包”责任书等形式，增强群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了全民动

员、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乡

风。卜吉沟村制定村规民约，

坚持村民自治原则，采用村民

主体参与制订并完善村规民约

的办法，村“两委”通过召开村

民大会、入户走访等形式，围绕

“淳民风、正乡风、树新风”，紧

扣邻里关系、孝老爱亲、村风民

俗、村容村貌以及社会稳定等

方面内容，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并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张榜公布。

7月13日，四川省

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

党员青年志愿者来到

青风村梨子基地里，帮

助果农采摘梨子。目

前，青风村500余亩梨

子成熟上市，为缓解种

植大户在农业生产中

遇到的劳动力不足的

紧张矛盾，白节镇组织

党员青年志愿者帮助

农户采摘、分拣、包装

梨子。同时积极组织

本土网红“农村四哥”、

电商工作人员等，通过

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

方式，拓宽销售渠道，

助力乡村振兴。

王超明 付久焱摄

陕西省山阳县：

涵养文明乡风 赋能乡村振兴

党员助农采梨忙
四川泸州——

陕西省丹凤县：

以“三百四千”工程助推乡村振兴

【各地资讯】

7月14日，农业农村部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

“三夏”生产形势有关情况。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介绍，今年夏粮亩产

达到370.4公斤、比上年提高

2.3公斤，其中小麦亩产394.2

公斤、提高2.9公斤，单产提高

超过预期。

潘文博表示，中央明确将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

上列入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这是不容有失的底线任

务，也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7月14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

布了今年夏粮产量，达到

2947.8亿斤，比上年增产28.7

亿斤。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

收实属不易，是在遭遇罕见秋

汛后的抗灾夺丰收，是在历史

高点上的高位再增产，令人振

奋、令人鼓舞。综合分析，今

年夏粮生产有几个特点：

一是夏粮面积稳中有
增。夏粮主要包括冬小麦、

夏收春小麦、杂粮杂豆等。

今年夏粮面积达到 3.98 亿

亩，比上年增加138万亩，其

中冬小麦因去年罕见秋汛面

积减少101万亩，但西北等地

千方百计扩种夏收春小麦

177万亩、增幅23%，实现了

“以春补冬”。南方地区因地

制宜扩大蚕豆、马铃薯等杂

粮杂豆62万亩，实现了“以杂

补麦”。综合算下来，夏粮面

积不减反增，这是夏粮增产

的基础。

二是夏粮单产提高超过
预期。今年夏粮亩产达到

370.4公斤、比上年提高2.3公

斤，其中小麦亩产394.2公斤、

提高2.9公斤。这是在夏粮单

产连续3年提高的基础上，又

创的新高。特别是去年有1.1

亿亩冬小麦晚播半个月以上，

冬前出苗长势弱，有的是“一

根针”，有的甚至是没有出苗

的“土里捂”，开春后促弱转壮

打出一套组合拳，小麦苗情一

天一个样，“立夏”后天气条件

好，“一喷三防”等措施落得

实，灌浆时间长，小麦粒重又

明显增加，防病治虫效果好、

大大减轻损失，冬小麦单产没

下降反而提高了。夏粮单产

提高对增产的贡献达到64%，

是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的

关键。

三是夏收春小麦贡献突
出。夏收春小麦也是夏粮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新疆调

减次宜区棉花等作物扩种春

小麦60多万亩，甘肃复耕撂

荒地扩种春小麦40多万亩，

宁夏调整作物结构扩种春小

麦 30 多万亩。据统计局发

布，今年全国夏收春小麦面积

达到 962 万亩、增加 177 万

亩，增产12.3亿斤，对夏粮增

产的贡献达到了43%。

四是主产省多数增产。
我国有11个冬小麦主产省，

这11个省千方百计抗涝抢种

稳住了面积，多措并举促弱

转壮弥补了前期影响，最终

有8省增产，有3省平产。特

别是受秋汛影响大的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陕西5省产

量好于预期。夏粮增产较多

的省份主要有安徽、江苏、新

疆、甘肃、湖北、宁夏、四川和

浙江。

五是小麦质量明显好于
上年。小麦灌浆期天气持续

晴好、灌浆时间长，籽粒饱满

紧实、容重高，今年小麦条锈

病和赤霉病防控效果好、收

割晾晒及时、小麦品相好，不

完善率和霉变率都低，质量

是这几年最好的。据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监测，主产

区二等以上小麦占比超过

90%。各地根据市场需求大

力发展强筋小麦和弱筋小

麦，据农情调度，全国优质专

用小麦比例达

到38.5%，比上

年又提高1.2个

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

今年夏粮单产提高超过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