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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职工从白城市以外调入
我市单位的，新单位是否需要重
新为缴存职工开户？

答：需要。确定好基数，在
网厅为缴存职工开户即可。

173.异地公积金转移至本地
账户需满足什么条件？

答：异地转移需异地账户封
存满6个月，本地账户开户连续
缴存满6个月。办理异地转移业
务时，本地账户应为正常账户，
不能存在欠缴情况。

（白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供稿）

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忙碌时节，在江南，农民抓紧水稻育
秧栽插和油菜田间管理；在华北，小麦病虫害防治和浇水施
肥等各项农事正忙；在东北，备足农资、检修农机等工作加
快进行。

在希望的田野上，广大农民辛勤劳作，为新一年收获夯
实基础。今年我国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着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单产，确保粮
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新品种新技术助力春耕备播

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玉兵家庭农场负责人杨
玉兵正忙着早稻育秧。“近几年我都是从省农科院引进稻种，
他们那稻种比别的品种少用一半的水。缺水地块亩产量能稳
定在1100斤左右。”

凤阳是江淮分水岭易旱缺水的典型地带。杨玉兵常年流
转种植的270多亩稻田中，约70亩是难以灌溉的旱田。但在
这些旱田上，他却能种出高产粮，“密码”就是安徽省农科院
水稻研究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王士梅团队培育的抗旱优
质绿色水稻新品种。

随着干旱及高温等气候性灾害频繁出现，保障中低产田
的粮食产出，既能稳定粮食产量，也能让农户在农业防灾减
灾中更有底气。“这也是我开展节水抗旱种质资源创制的初
衷。”王士梅介绍说，培育的品种加快应用，有助于推动解决
抗旱性与产量、品质难以兼具的难题。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在山东省滕州市其祥马铃薯专
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新一季马铃薯正陆续上市。“现在天
气暖和，大棚撤掉四五天了，预计5月1日左右马铃薯大批
量上市。看目前生长情况，今年产量挺不错。”合作社理事
长郭其祥说。

滕州是山东的马铃薯主产区。近年来，当地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借助多膜覆盖等高产高效栽培模式创新，使马
铃薯上市时间分散、避免集中上市，保障了农民收益和种
植积极性。

一年之计在于春。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在田小
麦油菜长势良好，今年春播粮食意向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春
播进展顺利。截至4月18日，全国春播粮食完成意向面积的
19.8%。早稻已播栽75.8%；中稻已育秧68.0%；春小麦已播
58.7%，春玉米已播14.4%，春大豆已播10.1%。

新农人新平台强化科技支撑

入夜，安徽省阜南县柳沟镇小麦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90后”的徐松松打开电脑，梳理无人机飞防培训要点。
小麦即将进入赤霉病防治关键期。据植保部门预测，今年小
麦赤霉病发生风险高，该县已组织集采药剂，预计完成统防
统治超250万亩次。

作为承接阜南县赤霉病统防统治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
人，徐松松不敢懈怠。往年飞防中出现的药剂稀释不均匀等
情况，他都一一列上。“对机手等进行集中培训时，这些都是

重点。”徐松松说。今年他们与地方政府签订了约20万亩防治
合同，已经调集100台无人机，计划5天完成首轮统防。

今年春天，不少年轻人的身影让田野更显朝气，他们传
递着科技的力量，让春天的耕种充满了希望。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00后”海南大学研究生樊佳雨近
期在坡田洋基地，跟着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野生稻种质资源创
新团队的老师们做杂交、测表型，同时抓紧完成收获种子后
的收尾工作。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科研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优
异种质资源，促进新品种培育。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春天既是当年粮食生产的关键
季节，也是做好优良品种选育的关键农时。顶着海南近40
摄氏度的高温，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在田里挥洒
汗水。

稳产增产，关键在科技。在这个春天，主导品种、主推
技术、主力机型加快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具，高适宜密度种
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模式不断推广。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27个省份开
展粮油生产指导服务。同时，派出7个工作组赴14个省份，
分区分片抓春管，聚焦重点促春耕。

多平台也提供聚力，助力农技推广，让科技为稳产增产
保驾护航。全国农技中心网站发布大豆玉米小麦油菜四大作
物单产提升模式图、技术手册和讲解视频；“中国三农发布”
平台举办春耕大师课，专家在线讲解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关
键技术；在腾讯会议、抖音等平台，有关部门组织种植大户
和农技员，田间地头直播教学。

新举措夯实丰收根基

走进湖南省汨罗市三江镇望峰村的高标准农田，放眼望
去，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小田改成大田，农用机械用
起来比以前更方便，涝能排、旱能灌，种粮有赚头。”看着绿
油油的秧苗，望峰村种粮大户黄炬城说。

当地多丘陵，耕地零散，种植成本相对平原区更高，也
制约了规模化发展。黄炬城今年种了1600多亩田，在政府支
持下，其中约一半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他告诉记者，现
在节肥、节水、省人工的效果明显。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春季农业生产大忙时节，高
标准农田建设正在全国加快进行。各地着力补上农田基础设
施短板，改善生产条件。

为了确保今年粮油生产，各地各部门采取一系列新举
措，全力做好保障：

农机强化科技支撑。预计今春全国将有 2300 多万台
（套）拖拉机、耕整地机具以及播种机、水稻育插秧机具等农
机装备投入到生产作业。有关部门推动高性能播种机大面积
推广、北斗智能农机装备部署一线、丘陵山区农机装备加快
熟化应用、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和抗灾减灾能力。

突出抓好防灾减灾。由于云南大部和四川部分地区发生
不同程度旱情，局地出现人畜因旱饮水困难和农业生产用水
紧张，近日财政部、水利部安排中央水利救灾资金1.74亿
元，支持两省旱区开展抗旱保供水。

多措并举确保农资供应。据农业农村部消息，当前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总体均供大于求，能够满足春耕生产
需要。化肥下摆到县率达到90%，种子入户率约七成。

强化政策支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当提高小麦最
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各地正加快落实政策举措。

粮稳天下安。广大农民群众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各地各
部门共同努力，高质量推进春季农业生产，为确保新一年好
收成、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夯实根基。

（记者于文静 水金辰 叶婧 周楠 周勉）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2024 春天田野里的新故事
——各地高质量推进春季农业生产

●新华社记者

住房公积金每日一读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戴小河）通过推广“零上
门、零审批、零投资”和“省时、省力、省钱”服务，2023年
全国电力用户节省办电投资600亿元，截至目前累计节省超
2600亿元。这直接反映了我国“获得电力”水平的提高。

国家能源局19日举行的《供电营业规则》宣贯落实暨“获
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介
绍了上述情况。

宋宏坤说，2023年我国“获得电力”取得积极进展，服务
成效进一步彰显、监管质效进一步提升、制度基础进一步夯实。
目前，全国31个省份已建立“获得电力”工作协调机制，实现
跨部门、跨层级的政企协同，各地不断创新惠民利企举措，持续
提升供电可靠水平。

会议也介绍了新版《供电营业规则》修订情况、频繁停电整治
工作情况、电力领域综合监管情况等。2023年，通过频繁停电专项

整治，督促供电企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510个，累计投入资金超4
亿元，惠及居民用户约63万户、企业用户超2000户、公共服务机
构近200个，受益群众超200万人。

2023年，通过开展电力领域综合监管，查出有关省份“三
零”“三省”政策未有效落实、政企协同办电信息平台建设滞后、用
户受电工程市场秩序混乱等方面267个问题，并对相关线索立案
调查，做出行政处罚16起、罚款金额755万元，形成了有力震慑。

“办电投资是办理用电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比如拉线、建设
变压设备等。”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鹏说，老百姓和企业从申请用电到用上电的过程在电力行业
内被称为“获得电力”，这也是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要开办
工厂，没有电就无法生产，企业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电。这其
中的难易程度、时间长短、成本高低、电能质量等，会直接影响到

“获得电力”指标的水平，从而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谢希瑶 吴雨）商务部等10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境内科技型
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19日对外发布。

商务部财务司负责人表示，科技型企业面临广阔发展机遇，
对更大力度、更多层次、更宽渠道融资支持的诉求也进一步上
升。在此背景下，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作了专题研究和调研，针
对行业企业诉求提出具体工作举措，形成了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聚焦境外机构业务特点和境内科技型企业发展需
求，提出优化管理服务、加大融资支持、加强交流合作、完善退
出机制4方面16条具体措施。

优化管理服务方面，若干措施提出，依法高效审批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资
格申请；支持境外机构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方式
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对于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与内资创业投资基金（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加大融资支持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机

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投入科技领域；全国推广跨境融资便
利化试点，将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纳入试点主体范围，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支持境内银行与境外机构加强
合作，规范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模式。

加强交流合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面向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未来能源、
工业母机、航空及航天装备、电力装备、新材料、核心基础
零部件和仪器仪表等领域和方向，设立母基金或专业化子基
金；支持获境外机构投资的科技型企业，深化与相关国别的
产业链合作。

完善退出机制方面，若干措施提出，依法合规加快符合条
件的科技型企业境外上市备案；支持科技型企业赴香港上市；
支持上市公司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等多种支付工具，并
购科技型企业，畅通并购退出渠道；修订《外国投资者对上市
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投资条件；稳步推进私
募股权创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

4月20日，在万人风筝放飞活动上，风筝爱好者在放飞风筝。
4月20日，第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万人风筝放飞活动在山东省潍坊市世界风筝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唐诗凝 谢希瑶）今
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万家，同比增
长20.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16.7亿元，仍然处于历
史较高水平。

这是记者19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在发布会上介绍，
从引资结构看，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占比达
12.5%，比上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与居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服务业引资也实现较快增长。

针对去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数据出现一定波动，商务
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吉小枫表示，对我国吸引外资的
形势要全面分析，不仅要看引资规模的变化，更要看到引
资结构的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去年同期我国引资
规模达到季度引资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同比有所下
降，确实有高基数影响因素。外商投资从项目签约、注册
公司到建成投产通常会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外资会随
着项目建设进度持续到资。新设企业数量增长有一定风向
标作用，将对未来到资形成一定支撑。

近期，美国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科尔尼发布2024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7

位跃升至第3位。吉小枫表示，这从侧面反映了跨国公
司将持续扩大在华投资的意愿。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
推进五方面工作：

一是放宽外资准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
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放宽医疗、电信等服务业市
场准入；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增补鼓励条目。

二是加强投资促进。办精办好“投资中国”重点活
动，加大“走出去”招商力度，聚焦先进制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领域开展定向招
商，持续优化引资产业结构。强化国家级经开区引资
平台作用。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
用，用好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外资企业问题诉求收集
办理”系统，与外资企业坦诚沟通、务实交流，及时解
决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

四是打造开放平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落
实深化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方案，在其
他试点省市适时推出新一轮开放创新政策举措。

五是优化投资环境。继续推动“外资24条”落实落
细，适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季度我国吸收外资3016.7 亿元

我国“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10部门发文进一步支持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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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浩
特
市
回
民
区
东
乌
素
图
村
中
的
杏

花
陆
续
开
放
，
当
地
借
此
机
会
举
办
杏
花
节
，
吸
引
游
人
前
来
踏
青
游
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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