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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宝丰县御汝缘汝瓷有限公司网络销售负
责人王凯旋在直播销售汝瓷产品。清凉寺村现有汝瓷生产企业30余家，为拓展
销售渠道，各厂家积极尝试线上销售模式。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乡村 语新新

□杨利伟

数字乡村是网络化、信息化和

数字化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应

用，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

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

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全

新动能，其带来的普惠性增长，深

刻改变着乡村的发展，助力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数字乡村使农业生产效率得

到有效提升，从靠人种地变为靠数

字管理生产。数字技术与农业的

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农业的发

展，通过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

全流程大数据的积累、开发、挖掘，

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水

平，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

化，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的全方位重

塑。

数字乡村使农村要素资源得

到充分激活，将极大提升集体经济

基本盘。农业农村发展目前还处

于要素驱动阶段，数据作为一种新

型生产要素，已与土地、劳动力、资

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通过数

字乡村建设，能够以信息流带动资

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等向

农村集聚，促进农村各类生产要素

盘点、整合、积累与升级。

数字乡村使农民收入渠道得

到极大拓宽。数字技术与农业产

业的融合，方便了农民与消费者线

上线下的联动，实现了农产品快速

进入市场。同时，数字金融、移动

支付等为农民扩大生产、多元经营

提供信贷支持，提高了农民的财产

性收入。

“乡村兴则国家兴”。作为乡

村振兴重要抓手的数字乡村建设，

正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既

需要战略谋划，更需要精准施策，

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化培训，从而

更好地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封德王玉贵

“这优待证是军旅生涯的证明，更

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我一定要

发扬部队优良作风，在服务家乡发展

的新‘战场’上再立新功！”7月 27日，

手捧刚刚办好的优待证，西峡县众德

公司员工张贯丁激动地说。

近年来，西峡县扎实开展关爱退

役军人工作，全县上下情系退役军

人、爱护老兵群体，满腔赤诚为他们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已成为共识

和行动，演绎出了新时代的双拥赞

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权益维护、拥

军优抚等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在部

队，他们出力流汗，为国防建设做贡

献，回到地方后，我们应该为他们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切实保障合法权

益，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退役军人的

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西峡县委

书记、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华锋说。

“崇军爱兵”
用心解决急难愁盼

走进回车镇陡沟村，65岁的退役

军人谢小有新落成的二层小楼堂屋门

楣上方的“光荣之家”牌匾在阳光的照射

下熠熠生辉。

2021年 8月 6日，该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文耀一行在入户

走访时，发现不久前的暴雨使谢小有家

的三间土坯房后墙倒塌，房屋成为危

房。经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协调，

当月谢小有就开始着手翻建新房，入冬

前就搬进了新家。

西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自 2018年

11月27日挂牌成立后，全县12581名退

役军人的生产和生活，就成了全局干部

职工近4年来不变的牵挂。“围绕服务保

障、就业创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我们把

退役军人当功臣，使他们权益保障水平

逐步提升，全县崇军爱兵蔚然成风。”吕

文耀说。

据统计，近 4 年来，全县共筹资

14.8万元为 47户优抚对象解决了住房

难、医疗难和生活难，为 386 名困难退

役军人发放救助金 50多万元，把党和

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送到了每家

每户。

凝聚“军”心
危难时刻冲锋在前

“这是我们全镇所有退役军人的档

案，每个人家里有啥情况，各村服务室第

一时间上报到这里，我们甄别和梳理

后立即上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桑

坪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文俭介

绍说。

西峡县建立健全了县、乡（镇）、

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畅通的信

息和完善的服务保障使该县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得到高质量发展，惠及每

一名退役军人。目前县级服务中心

和 19个乡镇（街道）服务站已全部创

成省级示范性服务中心（站），退役军

人权益保障工作连续三年位于全市

第一方阵。

自 2018年以来，该县的“最美退

役军人”评选表彰已经进行了三届，共

有 130人受到表彰。“退役不褪色，我

一定发挥余热，为社会多做贡献，始终

保持军人本色！”该县首届最美退役军

人、丹水镇敬老院院长、全国民政系统

劳动模范李石头说。

“通过评选，全县上下营造了关心

国防、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奏响了凝

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最强音。12000

多名退役军人融入疫情防控、环境保

护、文明县城创建、应急救援等志愿服

务中，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西

峡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县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军说。

（下转第二版）

一片“兵”心耀山乡
——西峡县退役军人权益保障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杨青）引进培养

高层次人才、大力吸引优秀毕业生、

鼓励全国人才来郑州创新创业……

7月25日，记者从郑州市人社局获

悉 ，2018 年 以 来 ，郑 州 已 吸 引

121971 名高学历人才落户，发放

生活补贴共17.5亿元，人才政策产

生的引才聚才效应不断凸显，人才

汇聚的热潮正在形成。

“郑州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吸

引各类人才，除了降低落户门槛

外，还对青年人才给予购房补贴、

生活补贴。郑州市人社局探索建

立具有郑州特色的智慧就业+政

务联动+精准服务3D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集中资源优化各类服务，

打造人才聚集高地，最大程度满

足企业和求职者的各类需求。”郑

州市人社局就业办王伟介绍说。

在青年创新创业方面，郑州

市人社局制定《郑州市用人单位

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补贴实施细

则》，出台了《郑州市稳就业若干

措施》《关于公布就业创业相关业

务办理流程的公告》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着力开展稳就业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加大对用人单位的

政策支持力度，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有效服务，切实鼓舞了就业创

业热情。

着力打造国家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以郑州市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综合市场、郑州市

高端人才创业服务中心为载体，探

索建立具有郑州特色的“智慧就

业+政务联动+精准服务”3D就业

创业服务体系，集中资源优化各类

服务，打造人才聚集高地，最大程

度满足企业和求职者的各类需求。

在创业支持政策方面，共涵盖

创业培训、首次创业补贴、创业房

租补贴、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五大类别。建立创业培训、创业担

保贷款、创业孵化、创业指导“四位

一体”创业扶持体系，给予自主创

业高校毕业生资金支持，已发放

创业补贴135.33万元、创业担

保贷款 3.59 亿元，扶持自主

创业390人，吸纳、带动就业2010

人。加大就业见习力度，建成400

余家就业见习基地，开发见习岗位

4000 个，完成就业见习 2381 人，

发放就业见习补贴427.7万元。

数据显示，2018年，郑州申请

高学历人才生活补贴 18018 人，

当年已发放生活补贴 0.64 亿元；

2019 年，郑州申请高学历人才生

活补贴 26760 人，当年已发放生

活补贴2.25亿元；2020年，郑州申

请 高 学 历 人 才 生 活 补 贴 29612

人，当年已发放生活补贴 4.8 亿

元；2021年，郑州申请高学历人才

生活补贴 31644 人，当年已发放

生活补贴 5.99 亿元。今年上半

年，郑州新申请高学历人才生活

补贴 1.44 万人，今年上半年已发

放生活补贴3.8亿元。

●必须在毕业3年内申
请，超期不再受理

●一个人只能以一个学历申请一次
●申请成功后户口一旦迁出郑州，

补贴停发，且不再发放
●国外高校毕业通过手机端以国内
学历申请的，一定及时反馈处理，

重新申报
●一旦补贴发放，不可更改

让青年才俊
郑州已发放高学历人才生活补贴17.5亿元

青年人才生活补贴申领攻略青年人才生活补贴申领攻略

●必须是郑州市户籍，2017
年1月1日及以后毕业的全日制本
科、硕士、博士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
或技师，博士无年龄限制，其他不超
过35周岁

●在郑州市就业创业，正常参加
统筹社会保险，并且养老保险至少
正常缴费一个月（不含补缴）
●申报前请确保拥有社保
卡，且激活社保卡和社保

卡金融账号

1.打开“支付宝”搜索“郑州市青
年人才补贴申领”，根据提示办理

2.微信→服务→城市服务→搜索
“智汇郑州人才服务”→根据提示办理

3.下载郑好办App→一件事专区
→人才工作一件事→青年人才生活补
贴一件事→青年人才生活补贴→在线
办理

4.可以到郑州市18个人才服务窗
口办理。如郑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3楼、郑州市人才大厦2楼

逐梦郑州逐梦郑州逐梦郑州逐梦郑州

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领取方式领取方式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李哲 制图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7月 28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日前省财政厅

印发了《河南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完善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提升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加快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

强保障，完善农业保费补贴机

制。《办法》进一步明确中央、省级财政

补贴险种，其中：中央补贴险种主要包

括种植业8类，即小麦、玉米、水稻、棉

花、油料作物（大豆、花生、油菜）、小麦

制种；养殖业 3类，即能繁母猪、育肥

猪、奶牛；林业 2类，即公益林和商品

林。

对于符合条件且按政策规定开展

业务的地区，《办法》提出在自愿申请

的基础上，财政部门按照以下比例提

供保费补贴：在种植业险种方面：小

麦、玉米、水稻、小麦制种、花生、大豆、

油菜、棉花保险：102个县（市）的保费

承担比例为中央 45%、省级 25%、县

（市）10%、农户20%；17个省辖市本级

（含市辖区，下同）和济源示范区的保

费承担比例为中央45%、省级25%、市

级10%、农户20%。

花生保险超物化成本部分的保费

方面：102个县（市）的保费承担比例

为省级 25%、县（市）55%、农户 20%；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的保费承

担比例为省级 25%、市级 55%、农户

20%。

小麦、玉米、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方

面：纳入中央产粮大县范围的，保费承

担比例为中央45%、省级25%、县（市、

区）10%、农户 20%；未纳入中央产粮

大县范围的县（市），保费承担比例为

省级 25%、县（市）55%、农户 20%；未

纳入中央产粮大县范围的市辖区，保

费承担比例为省级25%、市级55%、农

户20%。

促发展，创新地方特色险奖补政

策。《办法》鼓励市县开展地方特色

险，集中财力支持地方重点产业发展

规划品种，原则上一个县（市）不超过

3个，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不高于

70%，省财政将按照市县财政到位补

贴资金最高给予25%的奖补支持，奖

补资金专项用于地方特色险的市、县

（市）保费补贴。

精测算，建立农险费率调整机

制。《办法》明确结合历年承保和理赔

数据，动态调整费率水平，根据风险

区划和风险费率，探索实行差异化费

率，比如：小麦保险及小麦完全成本

保险，高风险地区费率为4%、中风险

地区费率为 3.8%、低风险地区费率

为 3.6%，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风险

保障精准性。鼓励承保机构对建档

立卡的脱贫人口投保的财政补贴险

种给予 20%的费率优惠，支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我 省 完 善 补 贴 机 制
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 27至 29日，

“中西部农产品加工高峰论坛暨河南省农

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第八次学术年

会”在河南农业大学隆重召开。

大会期间，来自国内外 40余位专家

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作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围绕“中西部农产品加工贮藏发展战

略与产业转移、特色农产品高值转化利

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及农产品贮藏新技术

与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技术与装

备、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溯源技术与装备、

农产品生物加工工程技术与装备、速冻食

品加工技术工程与装备、农产品营养与健

康、农产品功效与生物活性成分”等 9个

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突出“农产品加工业

卡脖子问题的科技创新与实践”的特色，

充分探讨河南乃至全国农产品加工与贮

藏方面的科技创新和转化面临的形势和

挑战。

据悉，通过交流国内外农产品加工

与贮藏发展经验，探讨如何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做好中西部农产品加工贮藏发

展战略与产业转移、特色农产品高值转

化利用等行业发展路径，将对进一步提

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资源高值化利用，

推动中西部和黄河流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产生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为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提高农业科技服务

水平，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 28

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2年全省农

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点县名单，兰

考县等13个县（市）入选。

据了解，自 2021年起我省开展农业

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点县共建工

作，重点任务是围绕实施乡村振兴科技

支撑行动，充分发挥涉农科研、教学、推

广单位、企业、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等

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作用，探索构

建农业科技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

式。

具体要落实五个方面共建任务：组

建一个系统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集成

应用一批科技成果和技术模式；建设一

批综合示范基地；开展一系列科技跟踪

服务；培养一批农业科技人才。通过省

级组建技术顾问团、市级组建技术指导

团、县级组建农技推广服务团，服务试点

县农业科技的需求。统筹农业科技创

新、农技推广、农民教育培训三大体系力

量，让农技推广业务骨干和各类高素质

农民更好更快融入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

2022年农业科技引领产业发展共建

试点县分别是：兰考县、伊川县、原阳县、封

丘县、温县、南乐县、临颍县、灵宝市、唐河

县、潢川县、西华县、沈丘县、西平县。

数字乡村必将完成乡村再造

中西部农产品加工高峰论坛
在 河 南 农 业 大 学 召 开

13个县（市）入选全省农业科技
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点县

标题新闻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
情况的综合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