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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 22
日表示，人社部将从稳定市场主体、拓展就业空间、稳
定重点群体、促进供需匹配等四方面抓好 2022年稳就
业工作。

当天，人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1 年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

张莹说，在稳定市场主体方面，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落实好支持企
业吸纳就业的税收优惠、担保贷款、就业补贴等政策，
抓好《“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落实。

拓展就业空间，强化创业带动就业。持续提升就
业服务质量，举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服务活
动，办好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等。加强零工市场建
设，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2022年我们会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
中之重。”张莹表示，将加大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
就业支持举措，简化优化毕业生的就业手续，拓宽市场
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要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近就地就业，鼓励返
乡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就业援助，强化大龄劳动者就
业帮扶，切实兜牢困难人员的民生底线。

在供需匹配方面，继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瞄
准市场需求，提升培训效果。推进就业服务质量提升
工程，落实重点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努力缓解招工难
问题。

据了解，3月至 12月，人社部将继续组织开展系列
服务活动，例如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民
营企业招聘月、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百日千万网络招
聘专项活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等。

财政支持对 2021年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莹
介绍说，2021 年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超过
1500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近 1000亿元，向 407万户
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231亿元，惠及职工 9234万
人，向 127万名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据新华社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总结各地
做法的基础上，对乡村建设的实施机
制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刘焕鑫
说，要坚持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为重点，坚持乡村建设为农
民而建，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
民参与。

刘焕鑫表示，乡村建设的一个基
本目标，就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努力让农民就地逐步过上现代文明生
活。目标和标准不要定得太高，重点
是保证基本功能，解决突出问题。

“推进乡村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充分认识乡村建设的长期性、
复杂性，把握好工作的时度效，坚持
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
不求快。”刘焕鑫强调，不能盲目拆旧
村、建新村，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搞大
融资、大开发、大建设，要严格规范村
庄撤并。 据新华社

2月 18日，山西晚报记者从省医保
局获悉：我省推出异地就医购药医保便
捷结算新举措。3 月 1 日起，参加职工
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参保地以外的其他
统筹区定点医药机构普通门诊就医，或

者在药店购药，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即可使用个人账户基金进行直接结
算。这样，参保职工因出差或其他原因
在外地期间，可以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
账户余额来看病、购药。

2021年，我省 11个市全部开通普通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部分市还实现
了 5种门诊慢特病的跨省直接结算。但
是，普通门诊费用异地直接结算，多数市
仅限于长期异地居住人员，以及临时转
诊就医人员，并且需要提前办理备案。
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临时短期在参保
地以外地区时，去门诊看病、药店购药不
能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为此，省医保
局发布《关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异
地使用取消备案的通知》，为参保职工异

地就医购药提供方便。
我省明确，参保职工在异地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门诊购买特药，以及慢特
病患者门诊就医购药等发生的费用应
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可由个人账户基金
直接结算支付。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
做好参保职工参保缴费信息管理，确保
单位欠费或个人暂停缴费状态下个人
账户基金均能正常使用。

省医保局要求，各市要将有异地就
医结算需求的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纳入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定点医药机
构要主动引导参保人员使用医保电子
凭证，推动异地就医“持卡结算”转变为

“持码结算”。 （武佳）
据《山西晚报》

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怎么落实耕地保护怎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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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耕地建设保护、脱
贫攻坚成果巩固等热点话题，23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
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做了全面解读。

我省参保职工异地就医购药更省事了
3月1日起取消备案，可用个人账户基金直接结算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底线，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健介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
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裕。在当前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重
点是“三靠”：靠责任落实，今后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
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靠收益
保障，将推动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力争做到政策保
本、经营增效；靠基础支撑，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坚决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

唐仁健表示，目前我国粮食总量在保供给尤其保口粮

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大豆油料自给率比较低。下一步，将通
过多油并举、多措并施，重点从三方面着力调整结构问题。

一是积极恢复东北地区的大豆面积。完善玉米大豆生
产者补贴政策，支持东北地区积极推行大豆玉米合理轮
作。对东北一些地区进行“水改旱”，多种大豆。

二是积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目前，全国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已达到 700 多万亩，种植模式和
技术基本成熟。今年将加大推广力度，并强化品种、农机农
艺配套方面的服务。

三是积极发展油料生产。大力发展油菜、花生和油茶，
因地制宜发展向日葵、胡麻、芝麻等特色油料生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在耕地建设保护方面着墨较
多，出台一系列“长牙齿”的硬举措。

中央农办专职副主任吴宏耀表示，归
纳起来就是“保数量、提质量、管用途、挖
潜力”：

——保数量，即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
线。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制线。要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
下达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任务，落到具体地块。由中央和地方签
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

——提质量。抓高标准农田建设、抓
黑土地保护、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的全程监
管。今年将建设 1亿亩高标准农田，累计
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亿亩，实施黑土
地保护性耕作 8000万亩。

——管用途。对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的要严格限制，严厉查处违规违法占用耕
地从事非农建设的行为。严格管控耕地
转为其他农用地。对于耕地种植用途，要
严格落实利用的优先序。

——挖潜力。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盐
碱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地，对
于一些具备开发条件的空闲地、废弃地，
可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探索发展
设施农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
的前提。”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
鑫说，2021 年面对疫情灾情考验，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守住了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刘焕鑫介绍，去年以来，我国全
面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
近 70％的监测对象已消除风险；对脱
贫攻坚期间的帮扶政策分类调整优
化，出台 33 项衔接政策；开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考核评估，衔接工作有序推进。

刘焕鑫表示，下一步要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群众生
活更上一层楼，重点在四方面下功
夫：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强化重点区域帮扶，推
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实。

“监测上更加准一些，精准确定监
测对象，将有返贫致贫风险和突发严
重困难的农户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刘
焕鑫强调，对及时发现的苗头问题，抓
紧落实帮扶措施，要打通各部门监测
平台数据壁垒，提高监测帮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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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