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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6月 4 日电（记者 李

美娟）鼓 励 各 地 再 发 放 一 批 低 门 槛 、

广覆盖的消费券，省财政给予 30%补

助 ；大 型 企 业 失 业 保 险 稳 岗 返 还 比

例 由 30% 提 至 50% …… 在 前 期 推 出

的 减 负 稳 岗 扩 就 业 、惠 企 纾 困 等 政

策 措 施 基 础 上 ，江 西 省 日 前 又 出 台

43 条 政 策 措 施 ，加 力 提 效“ 稳 ”经 济

发展“大盘”。

这次政策措施主要从惠企纾困、

稳 定 就 业 、项 目 建 设 、消 费 回 补 等 7

方面，再加力、再加码。

江 西 省 鼓 励 各 地 对 受 疫 情 影 响

较 大 的 服 务 业 中 小 微 企 业 、个 体 工

商 户 ，按 6 月 至 9 月 份 共 4 个 月 应 缴

水电气费用的 30%予以补贴，省财政

对市县补贴给予 30%的补助；对针对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开 展 的 大 型 、中 型 、

小 型 线 下 招 聘 活 动 ，分 别 按 照 15 万

元、10 万元、6 万元进行补助。

江 西 省 人 社 部 门 介 绍 ，截 至 5 月

底 ，全 省 延 续 阶 段 性 降 低 失 业 、工 伤

保 险 费 率 政 策 ，为 企 业 减 负 10.19 亿

元 ；为 5.23 万 户 企 业 发 放 稳 岗 返 还

资 金 5.17 亿 元 ，惠 及 职 工 109.7 万

人 。 截 至 4 月 底 ，江 西 全 省 新 增 发

放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46%。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国 家 卫

生健康委员会 6 月 5 日通报，6 月 4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报 告 新 增 新 冠 肺

炎确诊病例 56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23 例（福 建 8 例 ，四 川 5 例 ，广 东 4

例，北京 1 例，天津 1 例，上海 1 例，山

东 1 例，广西 1 例，云南 1 例）；本土病

例 33 例（北京 16 例，内蒙古 11 例，上

海 6 例），含 3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 诊 病 例（北 京 2 例 ，上 海 1 例）。 无

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 日 新 增 治 愈 出 院 病 例 265 例 ，

其 中 境 外 输 入 病 例 20 例 ，本 土 病 例

245 例（上 海 157 例 ，北 京 44 例 ，吉 林

14 例 ，天 津 13 例 ，河 南 9 例 ，四 川 6

例，广东 1 例，陕西 1 例），解除医学观

察 的 密 切 接 触 者 12434 人 ，重 症 病 例

较前一日减少 8 例。

境 外 输 入 现 有 确 诊 病 例 221 例

（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

计 确 诊 病 例 18770 例 ，累 计 治 愈 出 院

病例 18549 例，无死亡病例。

截 至 6 月 4 日 24 时 ，据 31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405 例（其中

重症病例 6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217679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5226 例 ，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224310 例，无现有疑

似 病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4122325 人 ，尚 在 医 学 观 察 的 密 切 接

触者 134451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06 例，其中境外输入 51 例，本土 55 例

（辽宁 25 例，上海 16 例，内蒙古 7 例，北

京 3例，山东 2例，吉林 1例，广西 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

者 1002 例，其中境外输入 48 例，本土

954 例（上海 832 例，四川 33 例，吉林 28

例，浙江 20 例，河南 16 例，北京 8 例，天

津 6 例，辽宁 3 例，广东 3 例，广西 2 例，

安徽 1 例，江西 1 例，新疆 1 例）；当日转

为确诊病例 3 例（无境外输入）；尚在医

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6419 例（境外

输入 485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2675542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332665 例（出 院 62485 例 ，死 亡 9382

例），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83 例（出 院 82

例），台湾地区 2342794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2815例）。

暑期临近，高校学生返乡有什么防疫新规定？疫

情防控如何更加科学精准，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

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

应热点问题。

“九不准”防止抗疫“一刀切”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近期全国

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保持在 100

例以下，但近一周有 16 个省份报告了本土疫情，要慎

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

象。”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表示，在毫

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的前提下，各地要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

准性、针对性。

雷正龙表示，要坚决做到“九不准”：不准随意将

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

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

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

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

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

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

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

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

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

通行；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

场所。

高校学生返乡不得“层层加码”

暑假临近，大学生返乡将迎来高峰。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满足条件的高

校学生不再集中隔离。

刘培俊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

发通知，明确有疫情的地区，高校内如果没有疫情，实

施 7 天以上封闭管理结束后，学生可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和高校开具的相关证明离校返乡，实施

“点对点”闭环返乡。满足以上条件的高校学生，不再

集中隔离，到家后实施 7 天健康监测，如有异常，应及

时报告当地社区和疫情防控部门。

“各地要逐级传达、逐级落实学生离校返乡政策，

不得‘层层加码’。”刘培俊说。

返乡学生如确需集中隔离，如何减轻学生的费用

负担？刘培俊介绍，通知明确，返乡学生确需隔离的，

各地免除集中隔离费用。

“通知要求，各地要关心关爱集中隔离期间的返

乡学生，保证食宿条件，满足学生生活、就医等必要需

求。”刘培俊说。

做好留校学生服务保障

部分高校学生因就业、学业等原因，暑期选择

留 在 校 园 。 上 述 通 知 强 调 ，各 地 各 高 校 要 充 分 尊

重 学 生 意 愿 ，对 选 择 留 校 的 学 生 做 好 生 活 服 务 保

障。

刘培俊介绍，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做实做细

相关工作，满足学生留校参加实习、进行实验研究、准

备论文以及考试等各项合理需求，教育引导学生加强

健康监测，持续做好个人防护。

此外，动态掌握留校学生健康、学习、生活状况与

需求，及时提供针对性服务。特别是按需求开放校内

的学习、锻炼、科研等重点场所，满足学生就诊就医等

特殊需求，让留校学生感受“在校如在家”的温暖。

同时，守好学校“校门关”，特别是做好重点人员

核酸检测、重点场所的环境消杀，落实常态化防控措

施，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根据当地疫情的形势，动态

调整和优化校园的疫情防控措施，以人性化、弹性化

和科学化的管理方式，精准有效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聚焦疫情防控

高校学生暑期返乡不得“层层加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国家卫健委

6月 4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33例

近日，在福建省连江县山堂村，农民

在水田中劳作时，吸引大批鹭鸟在周边觅

食嬉戏，构成一幅人鸟和谐的田园美景。

近年来，福建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显著好转。

图为在连江县山堂村，一群鹭鸟和须

浮鸥伴随着犁地机，上下翻飞、觅食嬉戏

（5月 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上接第一版）

整改情况：一是明确将县城内城镇

居民纳入曲下镇管辖范围，并在镇便民

服务大厅增设城镇居民业务办理窗口，

安排专人负责办理城镇居民外出相关

证明手续。二是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住院报销等事项纳入曲下镇

便民服务大厅服务范畴，实现“一站式”

服务管理。三是组织干部职工以分组

入户宣讲的方式，为县城城镇居民讲解

镇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流程、服务事项内

容。同时详细了解城镇居民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以实际行动做好服务。

四是制定便民服务联系卡，便于城镇居

民咨询和了解掌握各项政策、业务服务

流程等。

事项四：谢通门县未兑现 94.39万元

退耕还林政策性资金。

整改情况：一是谢通门县认真开展

数据核对工作，完成核对涉及 2003 年、

2006 年完善退耕还林项目政策补充资

金和 2002 年、2003 年退耕还林项目到期

面积补助资金发放对象的基本信息和

资金明细，确保资金兑现金额及人员信

息准确无误。二是组织人员深入 7 个涉

及退耕还林惠民惠农资金的乡（镇）进

行政策讲解和资金兑现问题解答，并将

94.39万元政策性资金全部兑现。

（上接第一版）

边久一直记得一件小事：那时在

他的家乡扎囊县很难吃到水果，他就

买了桃苗和苹果苗种在自家后院，后

来竟长出了许多果子。边久嘱咐妻

子将果子分给村里的孩子们，第一次

吃 到 苹 果 的 孩 子 们 ，甜 得 展 开 了 笑

脸。

高原小村落里，种树的想法像一

颗种子，就这样播撒、发芽，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参与种树。

李纯禄退休后，当年那些畅想着

在沙地乘凉的人们，继续托起了这个

梦。2004 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边久

在老家的沙砾地里建起了自己的苗

圃 。 如 今 ，他 的 孩 子 也 接 过 父 辈 的

“接力棒”继续造林。

40 多 年 来 ，山 南 造 林 4500 多 万

株，探索积累了大量在高寒干旱地区

造林治沙的科技成果，实施了万亩苗

圃基地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一双

长 160 多公里、平均宽 1.8 公里的“绿

色巨手”，托护着奔腾的雅江蜿蜒向

东。

种一树，成一片，追一梦。绿荫

在雅江两岸不断延伸，沙地乘凉梦已

成真。

（据新华社拉萨6月5日电）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一轮巡视立行立改事项及整改情况（一） 西藏山南：沙地乘凉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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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毛鑫）6 月

1 日起，广东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广

东省电子居住证”，实现申领、签发、使

用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广东省公安厅介绍，流动人口

在广东省内居住地办理居住登记已满

半年，符合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

业、连续就读等三个条件之一的，可以

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证。电子居住证

所记载信息与实体证相同，且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居住证每年签注一次，在居住地

连续居住的，在居住每满一年之日前

一个月内，系统会自动提醒到期签注

居 住 证 。 群 众 可 通 过 微 信 小 程 序 办

理电子居住证申领和签注等业务。

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推 行 电 子 居 住 证 是 进 一 步 便 民 利 民

的 措 施 ，能 优 化 服 务 流 程 ，减 少 申 领

使 用 成 本 ，让 企 业 和 群 众 少 跑 腿 、办

好事。

广东

全 面 推 行 电 子 居 住 证

西安航天基地水生态循环公园于 6 月 2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公园随花园式全

地下污水处理厂——西安航天基地第一净水厂建成，集水质净化、尾水湿地、市民

休闲、科普展示等功能于一体，通过污水处理获得再生水，实现“地下污水处理，地

上湿地公园”的循环经济模式。

图为市民在西安航天基地水生态循环公园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西安

湿地公园打造再生水循环新模式

江西

出台 43条政策措施加力“稳大盘”

近日，河北省的小麦由南至北开始进入成熟期，部分小麦开镰收割。据介绍，

为确保颗粒归仓和适时播种，河北省将组织小麦联合收割机和玉米播种机等 200

万台农业机械投入田间作业，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5%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

在 95%以上。

图为 6月 3日，河北省沙河市赞善街道办事处下郑村的农民在收获小麦。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小麦丰收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