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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市财政局紧扣市
委、市政府战略部署，切实发挥财政
职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截至目前，市本级兑付各类专项
资金1.62亿元，惠及企业1038家。

市财政局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聚焦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痛
点”“堵点”“难点”，提早安排，摸底
排查覆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业、金融

业、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等 13 个
领域的惠企专项资金支出需求，资
金预算总额14.9亿元，计划6月底
前全部拨付到位，足额保障惠企资
金需求。

该局全面梳理国家和省、市出
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梳理编制
服务清单，一季度共梳理国家和省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35项，编印发放
政策汇编600册；启动财政惠企政策
服务清单编制工作，列明政策内容、

支持对象、政策期限、服务处室和咨
询电话，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宣传渠
道，切实提高惠企政策知晓度。

该局积极完善市本级惠企专
项资金全流程管理体系，全力提高
资金拨付速度，将资金拨付时间压
缩至5个工作日内，加速专项资金
落地见效。同时，加大资金监管力
度，督促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加
快支出进度，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生
效“最后一公里”。

目前正是夏粮生产的关键时
期，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盐都坚决扛起粮食安全责任，深入
贯彻中央、省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市、区农业农村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按照“稳面积、增单
产、提效益、优结构”的要求，全面
提升粮食稳产保供能力，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挥“压舱石”作用。

确保年度目标落实，稳定粮食
面积。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细化粮食生产目标任务，下发
2022年粮食生产目标，将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镇、村、
田，以及到具体作物。加大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查处力度，

坚决杜绝“大棚房”问题反弹，全力
稳定粮食面积。指导农户充分利
用十边隙地、林果间套种、土地集
中流转整理等方式，深入挖掘粮食
面积增加潜力。

确保精确分类指导，增加粮
食产量。实施水稻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行动，建足建好示范片，
全力推广高产、抗逆、优质新品
种，推广水稻集中育秧、毯苗机
插 精 确 定 量 栽 培 、小 麦 机 械 条
（匀）播、精准施肥等绿色高质高
效生产技术模式。全面促进良
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肥
药减量增效，带动全区大面积平
衡增产。区、镇两级技术人员常
态化开展踏田指导，关键时间节
点严格落实包村到户的精细化

指导策略。根据预警信息尽早
制定防灾减灾应对措施，指导农
户科学落实预防、补救等关键技
术，努力减轻因灾损失。

确保种植结构优化，提升种植
效益。持续加大优质良种引进示
范和推广应用力度，突出推广优良
食味稻米品种和优质专用小麦品
种的种植。紧紧围绕全国扩种大
豆、油料工作要求，充分利用新复
垦地块积极扩种。因地制宜推进
科学轮作，间套种等方式扩种大
豆，推进大豆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提高产量水平，增强油料供给保障
能力。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研究与技术推广，力争玉米
产量不减、增收一季大豆。

戴凌云 杨帆

日前，《射阳县“十四五”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正式

“出炉”。该县将围绕打造“三美一
高”（生态美、环境美、人文美、管理
水平高）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目标，
进一步提升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品
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预计到
2025年，将创建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示范镇2个、示范村25个。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过程中，射阳县将始终坚持“规
划引领、因地制宜、乡土特色、农民
主体、协同发力”等原则，着力开展

“十大行动”，包括“厕所革命”提升
行动、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生
活垃圾治理提升行动、农业废弃物
治理提升行动、村庄清洁提升行
动、农房改善持续推进行动、生态
河道提升行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行动、示范创建提升行动、长效管
理水平提升行动。

因地制宜推进整治。该县要
求各镇区根据自身基础、发展定
位，分类确定治理标准和目标任
务，分村分类分档推进，确保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同自然资源禀
赋、经济社会发展、民俗风土人情
相适应。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保
护传承农耕文化，保留乡村特色
风貌，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突出射
阳特色，打造立足乡土社会、富有
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

代文明的乡村形态，推动广大乡
村实现从干净整洁到美丽宜居的
跃迁。

协同发力推进整治。射阳县
建立党委政府牵头抓总、各相关部
门各负其责、共同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机制，加强党对农
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主要负责同志当好一线指挥，亲自
研究部署，选优配强一线干部队
伍，确保农村人居环境各项重点工
作任务落地见效。各牵头部门切
实担起责任，发挥部门优势，整合
项目资金，加强人员配置，同向精
准发力，合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主

动参与，积极作为，形成横向纵向
“一盘棋”工作格局。

凝心聚力推进整治。该县在
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
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等多方共
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机制，增
强价值认同，凝聚整体合力。充分
发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联席会议
办公室牵头作用，开展常态化督查
和考核评价，健全激励问责机制。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
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上
设立专题专栏，加大宣传力度，合
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周蓉蓉 顾鹏程 陈双双
记者 杨磊

近年来，我市把生猪运输车辆洗
消网络建设作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重要措施来抓，合力加以推进。截至
2021年年底，全市建成生猪运输车辆
洗消中心115个，其中规模猪场75个、
生猪屠宰场 13 个、无害化处理中心 7
个、区域性洗消中心 14 个、饲料生产
企业6个，另有9个在建，基本实现全
市生猪运输车辆洗消网络全覆盖。

落实三项举措，推进建点织网。
加强组织推动。市委主要领导两次就
生猪运输车辆洗消中心建设作出批
示，市政府多次召集会办，凝聚力量，
加快推进。市动防指下发了《关于加
快构建生猪运输车辆洗消网络的通
知》，农业农村部门履行牵头部门责
任，自然资源、财政部门在用地和资金
上给予保障，形成推进合力。发挥政
策驱动。制定生猪运输车辆洗消体系
建设扶持政策，分配每个县（市、区）生
猪养殖生态补偿资金500万元至1500
万元重点用于洗消中心建设奖补。大
丰区对洗消中心按审计造价的30%给
予补助，阜宁县、建湖县对建成的每个
补助 10 万元。强化考核推动。全市
连续3年把运输车辆洗消体系建设列
入与各县（市、区）政府动物防疫工作
责任状内容。2021 年下达各地新建
45个洗消中心目标任务，作为市对县
（市、区）年度考核内容，逐月调度各地
洗消中心建设进度。切实加强督查推
进，既查建设进度，也查建设质量和运
营情况。

紧抓三个环节，保障洗消实效。
全链条建设。坚持“突出重点、分类建
设”，存栏200头以上规模猪场建设专
用雾化消毒通道，大型猪场和种猪场
建立洗消中心；生猪养殖量相对较少
的地方建设区域洗消中心；生猪定点
屠宰场、无害化处理中心全部建设专
用洗消点。全方位洗消。统一规范洗
消程序，车辆、人员采取单向流动方
式，进出分开、净污分离。细化车辆登
记、清洗、消毒、烘干等四个环节操作
规程，严格“清洗—晾干—消毒—烘
干”程序，科学选用和配比消毒液，进
行彻底消毒，全过程管理。建立洗消
中心管控体系，健全消毒制度、值班制
度和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清洗消毒记
录，确保洗消点规范正常运行。

构建三项制度，探索长效监管。
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在全市7个无
害化处理中心洗消点推广建设信息化
管理平台，对车辆洗消过程实行信息
化管理，将消毒结果用二维码的方式
呈现，方便养殖户、官方兽医、承运人
查验。建立检消联动制度。继续推广
畜禽运输“车辆消毒证明”，将消毒证
明作为检疫出证的前置条件，每一张
检疫证明都附消毒卡，做到“一车一证
一卡”。建立洗消评估制度。固化洗
消中心全过程监管模式，督促洗消中
心实行非洲猪瘟自（送）检，市、县疫控
机构定期对全市洗消中心实行抽检，
综合评估消毒效果及生物安全防护能
力，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 解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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