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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我公司负责承建的“国道 345线青藏界至聂荣县段公路新改建工程 D 合同段”已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

料款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17703818168

特此声明

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2日

公 示
由西藏天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219 线措美县古堆乡至朗县金东乡段新改建工程施工第二十七合同段”已

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款等均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本公司联
系处理。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18076935198
特此公示

西藏天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2日

声 明
由我公司负责承建的“国道 345线青藏界至聂荣县段公路新改建工程 C 合同段”已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

款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5908379999

特此声明

中铁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2日 6349996 6322866
0891-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是我国著名的汝瓷之乡。农历虎年

将至，宝丰县不少汝瓷艺人以虎为题，通过手工修坯、胎釉配料、

施釉烧制等传统的工艺和流程，让一件件汝瓷生肖虎栩栩如生。

图为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占稳展示烧成的汝瓷生肖虎作品。

新华社 何五昌 摄

河南

化泥成“虎”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深化农村基础金融服

务、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加大针对农村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普通农户发放普惠型涉农贷款，支持农户发展特色农

业、养殖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图为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支行工作人员在武隆区双河镇

团兴村布置“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专栏”。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

金融服务惠农家

据新华社南京 1月 21日电（记者 朱国亮）从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入手，江苏省 2022年将实施 12类 50件民生实事。

完成城乡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 235 万人，改造提升

700 所义务教育学校教室照明……正在召开的江苏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江苏省政府提出，今年将安排实

施 50件民生实事。

这 50 件民生实事涵盖卫生健康、教育惠民、“一老一小”难

题、弱势群体帮扶、社会保障、就业创业等 12 个方面，其中“一老

一小”难题事项最多，涉及 10件，其次是卫生健康，涉及 7件。

江苏

今年将实施 50件民生实事

据新华社昆明1月21日电（记者 林碧锋）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2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云南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去

年共下拨救灾资金 8.42亿元，并强化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目前全

省已建成 5083个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 1527万人紧急避难。

据介绍，去年云南省先后发生春夏连旱、地震、洪涝、山洪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启动省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次，云南省应急管

理厅多次派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受灾一线指导帮助防汛应急

抢险救灾，全年下拨救灾资金 8.42亿元、救灾物资 33.66万件。

云南

建成 5083个应急避难场所

我国 2021 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成绩单

日前“出炉”。米袋子、菜篮子产品如何稳

产保供？怎样确保农田是良田？如何发展

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在国新办 20 日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回

答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米袋子：打好夏粮丰收硬仗

2021 年我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达

到 13657 亿斤。今年如何继续确保百姓米

袋子量足价稳？

农业农村部提出，粮食生产要稳面积、

提产能，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菜。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

长曾衍德表示，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要求，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春耕中要

落实好晚播麦促弱转壮等关键措施，打好

夏粮丰收硬仗，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同时，扩种大豆，统筹抓好

油菜、花生等油料生产。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今年农业农

村部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的主推技术措施。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介绍说，2021 年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面积达到 700 多万亩，模式已基本成熟。

农业农村部将在适宜品种、适宜机具、适宜

除草剂等环节进一步完善提升，力争今年

新增面积 1500万亩。

去年冬麦区发生严重秋汛，小麦播期

推迟。潘文博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

扶持政策，各地采取了超常规举措。据农

情调度，冬小麦的面积基本落实并保持稳

定。小麦的生育期比较长，回旋余地大，只

要冬前播下去、开春后管理措施跟得上，夺

取丰收有希望。

菜篮子：供给有保障

春节即将来临，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情况如何？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

表示，今年春节和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

肉蛋奶果菜鱼供应总量充足，可以满足城

乡居民消费需求。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生

猪生产恢复目标任务提前半年完成，猪肉

产量显著增长，基本回到历史正常年份水

平，牛羊肉、禽肉、奶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渔业生产稳定，水产品产量充足，水果市场

总量足、品种多，价格较为稳定。

据介绍，当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约 8000

万亩，同比增加 200多万亩，预计未来 3个月

蔬菜供应总量 1.7 亿吨，同比增加 350 万吨，

加上冬储蔬菜，可供每人每天约 3斤菜。

唐珂说，后期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

性不利天气，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和地方，重点做好稳定生产、畅通流通、抓

好应急和确保安全等工作。分区分类抓好

“南菜北运”基地、北方设施蔬菜大省、大中

城市等重点地区冬春蔬菜生产，持续抓好

畜禽水产养殖，不断提升市场供应能力。

高标准农田：确保建设质量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如何确保

农田是良田？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

田表示，2021 年我国建成 1.0551 亿亩高标

准农田，同步发展 2825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

发挥了重要基础支撑作用。根据调查，高标

准农田项目区比非项目区的机械化水平提

高 15个至 20个百分点，节水、节电、节肥、节

药效果明显，亩均节本增效可达 500多元。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落实新一轮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确保到 2022年累计建成 10亿亩

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

产能；到 2025年建成 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

同时改造提升 1.05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稳

定确保1.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郭永田说，在进一步争取增加中央投入

的同时，将指导支持各地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农田建设筹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筹资机制。

同时，进一步调动各地建设主动性和积极

性，运用国务院督查激励措施，对进展快、成

效好的地区予以激励和支持，对没有完成任

务的地区进行约谈通报，督促整改。

脱贫地区：实施特色产业提
升行动

2021 年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更加牢固。

下一步如何发展产业？

曾衍德介绍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超过

50%，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 2至 3个特色主导

产业，脱贫人口人均实现产业增收 2200元以

上。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 3145万人。

他表示，在脱贫地区，壮大了一批特色

主导产业，打造了一批集聚发展的产业园

区，培育了一批联农带农的经营主体，创响

了一批小而精的特色品牌。其中，认证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近 1 万个，四

川苍溪猕猴桃、内蒙古兴安盟大米、湖南永

顺莓茶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品牌享誉全国。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以提升特色产

业规模和质量、提高脱贫人口经营性收入

为目标，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行动为抓手，

突出全产业链开发、龙头带动和联农带农，

做实产业规划，落细帮扶政策，优化指导服

务，确保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米袋子、菜篮子产品如何保障？怎样确保农田是良田？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三农”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王悦阳

1 月 21 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作人

员 来 到 北 京 建 工 路 桥 集 团 ，开 展“ 双

节”送温暖活动，为首都地铁建设者送

去新春“福包”和精美个人照片，表达

新春祝福。

图为地铁建设者展示自己的照片

和收到的“福”字。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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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县领导干部对有关中高风险

地区返乡人员“先隔离再拘留”“恶意返乡”

等言论引起舆论关注。春节将至，基层干

部既要做好防疫，又要做好节日期间千头

万绪的服务工作，殊为不易。疫情防控本

就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搞“一刀切”“层

层加码”，要“懂防控”，更要“懂民心”。

春节假期是防疫关键节点，疫情防控不

能松懈。涉及群众的问题，要准确把握群众

心态和情绪，粗暴防控绝不可取。如果缺乏

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能力，误把堵截当防

控，势必产生相反的作用效果，防控未见得

收获实效，还容易引起群众负面情绪。

决策者要与群众有共情之心，执行者要

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群众就地过年，要

主动做好服务，让群众暖在身边；群众返乡

过节，要普及好防疫知识政策、解忧解难，点

亮群众回乡的路。唯有如此，才能聚民心顺

民意，齐心协力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实。

防控疫情也是一场重要的法治实践，

对防疫中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严格尺度、依

法处理，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靠

法律解决。对于符合法律规定、国家防疫

政策的返乡行为，不能冠以“恶意”一罚了

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出台、

实施前要做好合规性评估，真正在法治轨

道上开展工作，在基层树立好法治政府的

形象，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疫情防控当然要不折不扣坚决推进，

但 要 有 思 路 、讲 方 法 ，防 控 精 准 、秉 持 科

学。擅自定义风险地区，或是擅自延长隔

离观察时间，或直接规定“某地的一律不接

待”……层层加码容易，层层将难题“解码”

不易。越是遇到复杂情况，越是要靠“科

学”和“法治”做好评判。对于依照科学做

出的防疫决策，只要符合法律和程序，各地

都要给予支持和保护。

节日期间的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广

大基层干部已经在这场大考中考出了实干

风格、彰显了为民情怀。坚持懂民心、懂法

治、懂科学，就能把疫情防控工作做得精

准、扎实，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一个安

定、祥和、平安的虎年春节。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基层防疫要懂民心、懂法治
新华社记者 初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