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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在广袤的田野，农民辛勤
劳作，为秋粮生产夯实基础；颜色缤纷的
果园、菜园、草场和海洋牧场，丰收的希
望正在孕育；风光旖旎的乡村迎来各地
游客，给村庄带来生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近年来，各地
稳步推进改革，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
定、农民安居乐业。近日发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作出部署，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发展。

现代农业展现新变化

“虽然今年遭遇了旱涝天气，但规模
化种植方式，便于及时采取应对办法，给
秋粮生产打下了好基础。”山东省临沂市
莒南县道口镇赫马岭村党支部书记魏振
伍说，今年夏播期间高温少雨，机灌站为
粮田浇上了水；近期鲁南地区经历强降
雨，土地集中连片后新开挖的排洪沟发
挥了关键作用。

十多年前，赫马岭村是一家一户种
植，小麦、玉米亩产只有七八百斤。
2015年，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的指引下，村里引导大家成立土地股份
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组建包括农机手、
种田专家、管理能手在内的团队，对托管
的土地实行耕种管收“保姆式”服务。

2023年玉米亩产近1300斤，2024年小
麦亩产超过1100斤。

赫马岭村的变化，是我国深化农村
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
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制度体系
初步确立，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
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试点稳步推进。

改革增动力、添活力。2023年我国
粮食产量达到1.39万亿斤，粮食生产实
现“二十连丰”，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

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
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推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
收挂钩，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

农民增收增添新动能

“今年2月，我们连续第七年拿到分
红，每人700元，实现分红六连增。”安徽
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严金昌说。

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
近些年来，村里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在盘活资源资产的同时，不断延长
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村里规
划建设小岗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小岗

盼盼食品有限公司等项目陆续落户。当
地还积极推进“乡村旅游+”模式，2023
年实现经营收入约1156万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业农村
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2016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对改革作出总
体部署。目前，农村集体家底基本摸清，
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基本确认，全国在农
业农村部门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
98万个。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发包、物业
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途径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2年全国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711.4亿元，
年经营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全国总村
数的60.3%。

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这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确保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地位、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充分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

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
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益，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乡村发展呈现新气象

近日，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

源县右所镇，盛开的海菜花引来游客
观赏。松曲村村民杜珍红和妻子正乘
舟采收海菜，一年能增加两三万元的
收入。

根据洱海治理和市场需求，洱源县
将人工种植海菜作为重点绿色生态产业
进行扶持，用海菜取代一些传统“大肥大
水”作物，年产值2160多万元，实现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乡村发展
呈现新气象。

针对日益趋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约
束，我国加快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
农业补贴制度，实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长江流域禁捕补助、长江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一系列政策。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多部
门联合创建了293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乡镇和2968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各地结合传统节庆举办富有农趣农味的
群众性文体活动，“村BA”“村超”等农民
体育活动火爆出圈，优秀农耕文化不断
传承发扬。

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全面提高城
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完善乡村
振兴投入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

为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医
保局23日发布《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
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
关工作的通知》，确保2025年起各统筹
地区统一使用分组版本。

新版付费分组方案有哪些看点？
将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业
内人士。

看病就医“打包付费”进一
步规范诊疗行为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构向医
疗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式，包括按项
目付费、按床日付费等，不同方式对临床
诊疗行为有不同的引导作用。DRG/
DIP支付方式通过对疾病诊疗进行分组
或折算分值，实行“打包付费”。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介绍，截至2023年底，全国九成以
上统筹地区开展了DRG/DIP付费，通过
改革，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更加规范，平均
住院日缩短，节省患者就医费用和时间
成本。

“我们医院2023年南京市医保患者
平均住院日为5.75天，三年间下降17%，

且全年呈现平稳下降趋势。”江苏省人民
医院副院长宋宁宏说。

随着改革推进，一些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反映现行分组中有少数组别不
适应临床发展。为此，国家医保局进行
动态调整，推出DRG/DIP付费2.0版分
组方案。

根据通知，原则上，2024年新开展
DRG/DIP付费的统筹地区直接使用2.0
版分组，已经开展DRG/DIP付费的统筹
地区应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切换
准备工作，确保2025年起各统筹地区统
一使用分组版本。

分组更加科学精准 回应临
床诉求

“调整后的2.0版DRG分组包括核
心分组409组、细分组634组，重点调整
了临床意见集中的学科，2.0版DIP分组
包括核心病种9520组，能够覆盖95%以
上的出院病例。”黄心宇介绍。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白玉杰介绍，
新版DRG分组对临床意见比较集中的
重症医学、血液免疫、肿瘤、烧伤、口腔颌
面外科等13个学科，以及联合手术、复

合手术问题进行了优化完善，有效回应
了临床诉求。

“2.0版病种库病种数量有所减少，
结构进一步优化，满足了数据更新、编
码升级等客观要求，也更好契合了医疗
技术进步及临床行为的复杂性。”首都
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副院长应亚
珍说。

通知明确，在坚持DRG核心分组、
DIP病种库分组规则全国一致的基础
上，各地可按照国家指定的技术规范，结
合实际调整确定本地DRG细分组、DIP
病种库。

为尽可能覆盖临床实际情况，DRG/
DIP付费2.0分组方案还设立了特例单
议机制，一些不适合按DRG/DIP标准支
付的病例，医疗机构可自主向医保经办
机构进行申报。

“可以说，特例单议是DRG/DIP支
付中应对病情复杂多变、分组难以完
全涵盖的兜底机制，帮助解除医疗机
构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确
保医疗机构愿接愿治、能接能治。”国
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副主
任王国栋说。

提升医保基金结算清算水
平 减轻医疗机构资金压力

王国栋介绍，在医保基金结算方面，
将做好DRG/DIP结算精细化管理，出台
DRG/DIP 经办规程，规范结算清算流
程，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并推进数智赋
能，进行DRG/DIP智能审核。

根据通知，各地医保部门可根据基
金结余情况，向定点医疗机构预付1个
月左右的预付金，帮助缓解医疗机构的
资金压力。基金预付要向与医保有长期
合作、管理规范、信用良好以及在医保政
策落地等方面表现较好的机构倾斜。

为避免医生“一手拿听诊器，一手拿
计算器”，通知明确，医疗机构不得将
DRG/DIP病组（病种）支付标准作为限
额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或与绩效分配指
标挂钩。

“DRG/DIP付费方案需要根据临床
实际变化、医保政策调整、历史数据变
化、临床医生意见等动态调整。”黄心宇
表示，我们将强化支付方式意见收集反
馈，加强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
协调，不断完善DRG/DIP付费方案。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当前正值
高校毕业生离校就业季，对一些还没有
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相关部门会予
以哪些帮扶？下一步稳就业将从哪些
方面重点发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些热点问题
予以回应。

“从7月份开始，我们启动实施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未
就业毕业生等青年为重点，坚持精准施
策与普惠服务相结合，从五方面集中力
量开展就业帮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在发布会
上介绍。

一是强化实名服务。各地人社部
门集中公布线上线下求助途径、招聘平
台、服务机构目录和政策服务清单，并
加快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对未就业毕
业生等青年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1
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和1次培训
或见习机会。

二是强化岗位开发。通过“直补
快办”“政策计算器”等方式，集中兑
现扩岗补助、社保补贴等政策，激励
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企业吸纳毕业
生。各地还将加快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三支一扶”招募工作，做实公共
部门岗位招录工作，开展创业资源对
接服务季活动。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密集举办百
日千万招聘、城市联合招聘等活动，推
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加大专
精特新、科技型企业岗位开发力度，帮
助毕业生提升实践能力。

四是强化困难帮扶。聚焦脱贫家
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毕业生
等组织结对帮扶，优先提供稳定性强的
就业岗位。针对长期未就业青年，通过
家门口服务站、“15分钟服务圈”进行实
践引导。

五是强化权益维护。持续开展人
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严厉查处虚

假招聘、电信诈骗、“培训贷”等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和不合
理限制，为毕业生求职就业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

“人社部门将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
措施，支持青年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
运东来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持续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就业
形势保持总体稳定。1至6月，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20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政策效
应积极释放，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就
业形势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运东
来说，同时，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
效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仍
面临较大压力，部分劳动者求职就业仍
存在一些困难，做好就业工作仍需付出
更大努力。

据介绍，下一步，人社部门将加大
力度落实和完善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
项贷款等政策，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促
就业行动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举
措，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发挥
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涵养就业存
量，培育就业增量。

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也是促进就业
的重要方面。运东来介绍，人社部门将
积极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和全
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开展百
日千万招聘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精准的就业服务。

“在稳重点群体、兜底线方面，接下
来还将深入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
动，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强对
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
群体帮扶。”运东来说，我们将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全力以
赴确保全年就业目标任务完成。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商务部
等12部门办公厅（室）日前印发通知，推
广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
点经验。通知及试点地区典型经验做
法22日在商务部官网发布。

唐山、沈阳、大连等地实行书记或
市长负责制，将便民生活圈纳入重要民
生项目；济南、福州、南昌、贵阳等地通
过“居民议事厅”“幸福圆桌会”“邻里茶
叙室”等载体，广泛听取居民的“金点
子”“土办法”；苏州、南京等地针对社区
商业发展不同形态，分类推进便民生活
圈建设……

2021年10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
确定了30个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形
成了5方面、22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
验做法。首批试点地区要按照“两年试
点、三年推广”的部署要求，做好三年推
广期工作，确保完成2024年“70%以上
的地级市行动起来”的目标。

通知还要求开展第四批全国试点、首
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截至
2024年6月底，三批150个全国试点地区
已建设3946个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网
点88.82万个，服务社区居民7676万人。

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经验发布推广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记者23
日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我国
科研团队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
了一种富含水分子和铵的未知矿物晶
体——ULM-1。这是科学家首次在月
壤中发现分子水。相关成果日前在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在线发表。

月球上是否存在水？这一问题对
于月球演化研究和资源开发至关重
要。嫦娥五号的着陆点位于月球正面
风暴洋克里普地体的东北部地区，该
地区被认为是月球表面最年轻的玄武
岩单元之一。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

机遇。
团队研究发现，ULM-1的分子式

中含有多达6个结晶水，水分子在样品
中的质量比高达41%。从晶体的红外
光谱和拉曼光谱上，均可以清晰观察到
源于水分子和铵的特征振动峰。

“与易挥发的水冰不同，ULM-1这
种水合矿物非常稳定。ULM-1的发现
意味着，月球上即使在广阔的阳光照射
区，也可能存在稳定的水合盐。这为未
来月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文章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说。

我国科学家首次在月壤中发现分子水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记者23
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从7月中旬开始，
全国各地新招募的4.3万余名西部计划
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吉林、

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
村建设、健康乡村、乡村社会治理等开展
志愿服务。

据了解，2024年度在岗西部计划志
愿者达8.3万人，90%以上服务岗位覆盖
乡镇及以下单位。西部计划自2003年
实施以来，已累计招募超过54万名高校

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到2000多个县
（市、区、旗）开展志愿服务，为西部地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建设发展带去新理
念和活力。

2024年全国4.3万余名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记者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3
日，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获签首个型号检查核准
书（TIA），标志着AG600飞机正式进入
中国民航局审定试飞阶段，为后续
AG600飞机完成适航取证奠定了坚实
基础。

当天，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
在广东珠海组织召开了AG600审定试
飞前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TCB）会议，
签发了AG600飞机首个型号检查核准

书（TIA），表明航空器构型状态、预期适
航、预期安全达到TIA要求。

AG600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
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
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
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
备，为提升国产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
水平、完善我国民用飞机研制体系和
民机适航能力奠定基础。AG600飞机
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
体系能力，对助推新时代航空强国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7 月 23 日，在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大
云寺村，为保障夏季高温
下居民可靠供电，国网长
兴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
实施电网设施补强工程，
架设新线路，增强电网供
电能力。

近期，浙江各地持续
高温，杭州、嘉兴、湖州、
丽水等多地发布高温预
警。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在高温下坚守岗位，保证
生产建设不停工，同时各
地企业管理部门及工会
也通过安排轮换作业、错
时上班、缩短高温时段工
作时间、发放清凉解暑用
品等方式来保证劳动者
夏季生产安全。

□据新华社

加快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各地稳步推进改革促进“三农”发展

□新华社记者

回应临床需求 看病就医“打包付费”
——新版医保DRG/DIP付费分组方案看点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下一步稳就业如何发力
——权威部门回应当前就业热点

□新华社记者 姜琳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正式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