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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打开城乡融合发展新空间

———当前抓改革促发展观察

权威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

针对废旧动力电池

综合利用公开征求意见

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管理，提高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修订形成《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 年

本）》（以下简称“规范条件”），并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规范条件从企业布局与项目选址、 综合利

用能力、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人身

健康等方面对开展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或再生利用业务的企业提出要求。 其中

综合能力部分提出，企业厂区条件、设施设备、

技术工艺、溯源能力、资源利用、能源消耗等应

满足相关要求， 如梯次利用企业应核实废旧动

力电池来源， 确保用于梯次利用的废旧动力电

池来自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 开展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的企业应按照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溯源管理有关要求建立溯源系统，

具备信息化溯源能力并开展溯源工作， 将溯源

信息及时准确地上传至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

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

（刘温馨）

两部门：

开展全国服务类

社会救助试点

据民政部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

印发《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服务类社会

救助试点， 推动实现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

向“物质 + 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方案要求， 试点工作要聚焦困难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为有需要的低收入人口提供有针对

性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准确

评估低收入人口救助服务需求， 精准对接各类

政策和资源；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各

地实际，聚焦基本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服务类社

会救助项目。 （高蕾）

市场监管总局：

深化改革优化审批

让特医食品惠及广大患者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共有

64 家企业的 190 个特医食品获批注册， 实现全

品类覆盖，其中 2023 年以来共批准注册特医食

品 102 个，超过之前六年注册数量的总和。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医食品

在我国起步较晚， 产业基础薄弱、 产品研发不

足，同时进入医院难、院内使用路径不畅、社会

认知度不高等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在特医食品研发、注册

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在严格产品安全性、

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审评基础

上， 优化工作流程， 缩短审评时限； 修订发布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 进一步提升临床试验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实施分类注册管理，发布蛋白质组件、碳水

组件、电解质配方等 3 类产品注册指南，进一步

降低研发成本、缩短注册时间、提升审评审批效

能；对罕见病类、临床急需且尚未批准过的新类

型特医食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鼓励企业研发

注册临床急需产品，审评时限从 60 个工作日缩

短至 30 个工作日，并优先安排开展现场核查和

抽样检验，加快产品上市进程。

（孙博洋）

让农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

夏秋之交，骄阳如火。

安徽凤阳小岗村， 种粮大户程

夕兵每天都在家庭农场忙碌。 他的

家庭农场建有标准化育秧工厂、仓

储用房，流转土地 700 多亩。

2023 年， 程夕兵的农场提供育

秧服务面积 2800 亩，插秧服务面积

2200 亩 ，水稻 、小麦飞防服务面积

5000 亩，粮食和经营服务纯收入 70

多万元。

“大国小农” 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生产力发展

规律，顺应广大农民需求，对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

时代以来，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探索实践， 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现代农

业加快推进，同时，也有利于农村劳

动力合理流动， 促进新型城镇化，实

现城乡、工农、区域协调发展。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 今年

启动了二轮延包三个整省试点，其

他省份也在组织整县、 整乡试点，

要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

续保持稳定。 下一步， 还要继续引

导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健全农

业经营体系，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 更好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

发展轨道。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 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

牢牢守住的两条底线。

当前， 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短板， 必须不断加大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确保人力投

入、 物力配置、 财力保障等与乡村

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

按决定部署，一方面，我国将

健全产业富民机制， 依托农村特色

资源，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培育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 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 另一方面， 强化农村低收入

人口常态化帮扶制度， 完善覆盖农

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

制， 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

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让农业转移人口

“留得住”“融得进”

暑期是短期工求职高峰， 贵州

省黔东南州凯里市的零工市场里，

工作人员忙着向一位位求职者推荐

岗位。

与过去只前往发达省份就业不

同，近十年，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

民工增长 27.1％。 顺应这一新趋势，

黔东南州在外出务工、 就近就业两

方面同步发力，建了 180 多个零工市

场，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

实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等吸纳

就业支持举措；持续做好“春暖农民

工”等行动，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基

层；深入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

促进农民工“以技增收”……各地推

出一项项措施， 助力农业转移人口

就业空间更广、质量更优。

8 月， 合肥面积最大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

房二期项目正火热施工。

这一项目 7 月 28 日开工，预计

2027 年 8 月竣工后，可提供 1940 套

住房， 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民

安家立业。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放

开放宽户口迁移政策、 保障随迁子

女入学……更均等的服务、 更完善

的保障， 将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愿

进城、能进城，“留得住”“融得进”。

近日，国务院出台《深入实施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

动计划》， 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 行

动计划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

为重点、 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统

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常

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着力

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的稳定

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

险等问题。

让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距北京城区约 50 公里外，怀柔

区桥梓镇上王峪村常住人口不过

100 余人，却开了多家乡村咖啡店，

一到周末就人来人往。

闲置老宅为店，拿铁咖啡为媒，

城与乡融合、“洋”与“土 ”碰撞 ，人

流、资金等要素在这里“返乡”。

县域具有城乡联系紧密、 地域

范围适中、 文化同质性强等特点，

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岗巴”是藏语“雪山附近的村

庄” 的意思。 今年上半年， 海拔约

4700 米的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迎

来了第一位途家房东。

县域房东正成为我国民宿行业

的新生力量， 在途家平台上以每年

超 20％速度增长； 今年上半年，全

国 138 个县民宿房东数量同比增长

超 50％ ，西藏岗巴县 、新疆铁门关

博古其镇、 海南儋州木棠镇等实现

房东“零”的突破。

“客流、资金流、数据流从城市

向乡村流动， 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

新亮点。 ” 途家民宿高级副总裁胡

阳说。

决定强调，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双向流动。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就要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 建立市场化的要素

价格形成机制， 保障农民在劳动、

土地、 资金、 技术等要素交换上获

得平等权益。 要尽快建立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 为最终建立城乡

统一的土地市场奠定基础。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畅通城

乡人口、 资金和技术流动渠道，推

动城市资本、人才、技术下乡，构建

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新格局。

要加快推进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

地市民化， 同时鼓励农民工返乡就

业创业， 引导城市居民下乡消费和

养老。 （据新华社）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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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连日来，记者调研发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各部门探索创新，积极

行动，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抓紧完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山东新泰：

小小麦秆扇

拓宽农家致富路

8 月 14 日，山东省新泰

市羊流镇的农户在制作麦

秆扇。

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

有制作麦秆扇的传统，麦秆

经过清洗、 编网、 剪样、缝

边、上把等 10 多道工序，被

农户制作成轻巧的扇子。 目

前，在羊流镇及周边乡镇从

事麦秆扇加工制作的农户

已达 2 万多人。 徐速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