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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2021年我国将新建
高标准农田1亿亩

为适应确保国计民

生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为底线，2021年，全

国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1亿亩，加快补齐农田基

础设施短板，提升粮食产

能。农业农村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2021 年全国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较

往年增加25%，建设任务

十分艰巨，与此同时，还

将统筹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1500万亩。

（据 央 视 新 闻 客 户

端 宋 建 春 石 爽 爽/

文 2020年12月17日）

南水北调工程
通水6年惠及超1.2亿人

我国南水北调东中

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六

年来累计调水 394 亿立

方米，惠及沿线河南、河

北、北京、天津、江苏、安

徽、山东七省市，超1.2亿

人口直接受益。工程运

行安全高效，综合效益显

著。北方部分地区地下

水超采现象初步得到有

效遏制，沿线河湖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目前，南水

北调后续工程前期工作

正稳步推进。

（据央视网 周伟/

文 2020年12月12日）

两年内超八成电商快件
不再二次包装

国务院办公厅14日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邮政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8 部门《关于

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的意见》，提出到

2022年电商快件不再二

次包装比例达到 85%，

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

模达 700 万个，到 2025

年达到 1000 万个，快递

包 装 基 本 实 现 绿 色 转

型。

（据 新 华 社 戴 小

河 安蓓/文 2020 年 12

月14日）

腰包鼓了，产品多了，热情高了

有底气有动力 农村市场火起来
农村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潜力巨大。今年10月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1%，增速

较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农村消

费稳步复苏，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能。

潜力大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名义增速由降转增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430

元，由上半年的下降1.6%转为增长

0.8%，名义增速年内首次由降转增，

农村消费市场动能充沛。

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为何高涨？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农村居

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

距明显缩小，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

被逐步唤醒，农村消费市场不断活

跃，为我国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能。”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

研究所所长洪涛介绍，一方面，农村

消费水平提升，城乡消费更加平衡，

能够促进我国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另一方面，在城市市场趋于饱和的

消费品，在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企业

可以挖掘新增长点。

优惠政策落地，农民愿消费。

汽车、家电、餐饮等大宗消费、重点

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顶梁柱，也是打

开农村消费市场的重点。“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有

利条件不断释放农村消费市场的潜

力。”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李国祥分析。

亮点足
1 月—10 月农村网络零售额同

比增长8.8%

电商进村，是农村消费一大亮

点。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

10 月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8.8%；前三季度，全国农产品网络零

售 额 288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3%。“电商畅通了农产品进城、工

业品下乡渠道，进一步拉近城乡距

离，促进下沉市场消费崛起，提升农

村消费便利化。”李国祥说。

让农村电商从“一时火”到“时时

火”，还有短板需要补齐。“冷链物流、

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欠账多；农村点

多面散，物流成本高，市场主体布局

农村积极性不高，这些都是制约农村

电商发展的瓶颈。”洪涛介绍。

改造提升农村流通基础设施，

健全农村物流体系。商务部会同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深入开

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累计支持1338

个县，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

全覆盖；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和物流配送中心2000多个，乡村

电商站点14万个。

此外，农村消费市场面临优质

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农民消费理念

从‘不讲究’向‘不将就’转变，更加

追求产品品质。但同时，农村地区

的商贸市场、连锁超市、便利商店等

布局少，农民买不到想买的。”李国

祥建议，加强县域乡镇商贸设施建

设，构建大型市场、流动集市和便利

商超相互配合的网络。各类市场也

应积极研发生产更多贴近农民的产

品，让农民能买到品类多、品质好、

品牌优的商品。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

扩大县域乡镇消费为抓手带动农村

消费，发挥以城带乡作用，加快形成

城乡消费融合发展新格局。

强监管
为农民营造舒心的消费环境

让农村消费持续强劲，要有完

善的“硬设施”，更要打造有序健康

的“软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

环境。

“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监管，势

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说。农村消费市场有其特殊

性，市场主体点多面广，其中一些是

流动商贩；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难以

触及各个角落。这些都给了不法商

贩可乘之机。

刘俊海介绍，从商品种类上看，

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酒水饮料、服

装鞋帽等的“三无”“山寨”产品是监

管重点。从时间上，农村庙会、节假

日和婚丧嫁娶是侵权高发期。有关

部门应出台针对性措施，维护农村

市场秩序。

不能让农村成为监管死角。近

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农业农

村部、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5部门联合部署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执法行动。专项执法行动重

点关注农贸市场、食品批发商、小餐

馆、校园周边小超市小商店等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重点关注传统节令

食品集中上市、群众集中消费、食品

消费量大的重要时间节点，重拳出

击整治农村假冒伪劣产品。

“维护农村市场秩序，离不开农

民消费维权意识的提升。”李国祥说

建议，一方面可在集贸市场，采用农

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集中宣讲；另一

方面，结合社区网格化治理，开设流

动维权窗口等，强化监管力量，降低

维权成本。

（摘自《人民日报》 王浩/文

2020年12月15日）

我国统一用地用海分类标准
自然资源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称，我国整合了原来各种分类

标准，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

用地用海分类标准。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

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试行）》，对原来分散于各部门

的用地用海标准进行了统一整合。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表

示，以前我国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础分类的不统

一、不衔接。改革后将统一底图、统

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把全

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据悉，

“多规合一”改革前，各部门对用地

用海都有各自的标准。城乡规划管

理部门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土地管理部门有《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海洋管理部门有

《海域使用分类》等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

整合后，国土空间规划将打通

陆地和海洋，并打通调查、规划和用

途管制等国土空间各环节的管理，

最终形成覆盖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

统一的用地用海分类。

据悉，《分类指南》适用于国土

调查、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并

延伸到土地审批、不动产登记等。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

兵表示，各类空间规划特别是市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首先要使用

新的分类，今后国土空间管理全过

程将采用统一的用地用海分类标

准。

此外，新分类设置了“湿地”“农

业设施建设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等类别，体现了保护生态、保护耕

地、保障新业态发展等要求。同时

设置了“留白用地”，鼓励土地混合

使用和空间复合利用，并为地方制

定差别化细则留有空间。

（摘自《经济日报》 黄晓芳/

文 2020年12月11日）

跨省异地就医全

国自助查询服务近日

正式开通。参保人员

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

平台网站，在跨省异地

就医查询栏目查询相

关公共服务信息，比如

查询异地就医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全国医保

经办机构、统筹地区开

通情况等。已备案或

跨省直接结算参保人

员还可通过国家医保

服务APP扫码或账号

登录，进一步查询个人

异地就医备案结果和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费

用。

异地就医之前先

进行备案，选好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费用可以

医保报销。全国已有

很多地方开通了线上

备案渠道，参保人在手

机上就能完成备案，出

院时直接结算，不用跑

腿垫资。目前，全国有

20个省份的 125 个统

筹地区试点开通了全

国统一的线上备案服

务，包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

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和新

疆等20个省份。试点地区参保人

可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或

在微信中搜索国家异地就医备案

小程序，按照提示自助办理住院

费用跨省就医备案。

截至10月底，全国住院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为37938家，比上月增加1392家，

其中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34963 家；国家平台备案 731.18

万人，累计结算652.92万人次，医

疗费用 1577.44 亿元，基金支付

931.27亿元。

跨省异地门诊就医费用直接

结算方面，截至10月底，京津冀、

长三角和西南五省区三个试点地

区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累计达

到 234.03 万人次，医疗总费用

5.78亿元，医保基金支付3.33亿

元。

（据 中 国 产 业 经 济 信 息 网

李红梅/文 2020年12月14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在日前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目前，全国共有中小学（幼儿

园）51万所，在校（园）生2.26亿人。

“十三五”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

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教育公平实

现了新跨越，正在乘势而上，向更好

地实现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愿望迈

进。

在学前教育方面，依法依规开展

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全国已完成配

套园整改1.95万所，新增普惠性学位

400多万个。经各地测算，今年全国

总体上能够实现85%的普及目标和

80%的普惠目标。

在义务教育方面，截至2019年

底，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8%，比2015年提高了1.8个百分

点；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

初的约60万人降至831人，其中20

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

零，为实现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到95%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

础。

普通高中即将实现基本普及。

截至2019年底，全国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达89.5%，比2015年提高了

2.5个百分点；全国已有28个省份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0%，其余

3个省份今年也将实现90%的普及目

标，由此今年全国及各省份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均能够实现90%的普

及目标。

在特殊教育方面，监测显示，今

年全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

达95%以上。

( 摘 自《北 京 日 报》 任 敏/文

2020年12月11日)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魏宏阳在农业农村部12月15日举行

的生猪生产形势新闻通气会上表示，

截至11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已连

续14个月增长，生猪存栏已连续10

个月增长，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

存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0%以

上。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恢复生猪生

产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大任务，不

断落细落实政策措施。截至11月末，

已有23个省份提前完成产能恢复任

务目标。

根据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环比

数据推算，11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超过4100万头、生猪存栏超过4亿

头，生猪产能已恢复到2017年底的

90%以上。11月份，规模猪场新生仔

猪 超 过 3100 万 头 ，比 年 初 增 长

94.1%。全国规模猪场比年初增加

1.6万家，散养户比年初增加228万

户。“照此趋势，预计明年上半年产能

可完全恢复。”魏宏阳说，按照6个月

的育肥周期，明年下半年生猪出栏有

可能达到正常年份水平，生猪供应将

大幅改善。

同时，魏宏阳还表示，随着元旦、

春节临近，消费需求将明显增长，猪

肉供应压力仍然存在。根据前期数

据测算，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猪肉供

应量将比上年同期增加三成左右，供

应保障进一步增强，猪肉价格总体有

望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摘自《经济日报》 祝君壁/

文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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