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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
建玲）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2022年我省将新建 756万亩
高标准农田，力争到 2025年全省
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到 8759万
亩，改造提升面积 1000 万亩以
上，以此稳定保障年粮食产能
1300亿斤以上。

据悉，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除 2021年

完成 7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
务外，我省 2022年还要再新建高
标准农田 756万亩，其中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285万亩，力争到2025年
全省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到 8759
万亩。

2021年，我省“7·20”特大暴
雨和 8~9月持续强降雨，造成 760
万亩农田设施损毁。我省共争
取各类灾后重建资金 47.7亿元，
安排灾后重建项目 167个，已修

复受灾高标准农田 245.6 万亩。
按照《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灾后
重建实施方案》，我省水毁非高
标准农田和Ι类水毁高标准农田
重建项目，将于 2022年底前实现
主体工程大头落地、工程设施发
挥效益。

高标准农田项目管护的“痛
点”和“难点”是灌溉机井“日常没
人管”“坏了没人修”。针对这一问
题，2021年 4月份以来，我省组织

开展全省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
工作，利用 7个多月时间，对全省
范围内所有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灌
溉机井逐一排查、全面整改，共投
入整改资金18.5亿元，整改问题机
井 31.6万眼、回填报废机井 5.3万
眼。下一步，我省将重点推动各地
完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全面落实
“一井两员”制度（井长+护井员、维
修员），确保灌溉机井平时有人管、
坏时有人修。

我省今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756万亩
以此保障粮食年产1300亿斤以上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世瑾）1月 1日，新年
第一天，市长侯红到重点部位检
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
节日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侯红
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
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要求，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守
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康。

在市公安局情指勤舆合成
作战中心，侯红察看全市疫情防
控动态管理系统，听取大数据比
对和专班运行情况汇报，要求持
续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时
监测，严格落实分层分类管控措
施，确保人员安全有序流动、轨
迹全程有效追踪，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

在检查机场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运行情况时，侯红实地察看
隔离酒店防控措施，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机场、海关、边检等
部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研判分析当前态势。她要求，要
扛稳扛牢外防输入的政治责任，
坚持防线前移、关口内置，对标
对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查短板、找隐患、补漏洞，紧盯核
心区、隔离点、大周边，切实加强
入境航班、中欧班列、入境人员
等闭环管控，巩固提升“三零一

满意”防控成效，优化完善协同
指挥、会商决策、应急响应等机
制，坚决守住全省全市人民健康
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检查督导中，侯红强调，当
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要健全完善市县乡
三级指挥部体系，加快构建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严防严控工作
格局，确保各项应急处置规范科
学、高效灵敏。要管住重点人
员、重点部位，落实好“双节”期
间返郑入郑人员、聚集性活动、
人员密集场所疫情防控专案，把
落地报备、查验、排查等闭环管
理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格，织牢
织密疫情防护网。要持续扎紧
扎牢“四个口袋”，强化人、物、环
境同防，坚决守住机场、陆路口
岸、冷链及进口货物、中高风险人
员入郑四条防线，切实巩固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坚持上
下联动、条块结合，充分发挥“三
公一大”协同联动作用，强化数字
赋能，不断提升防控工作科学性、
精准性。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强
化“三人小组”配置，坚持“日报
告、零报告”、24小时值班值守，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省机场集团康省桢、柳建民，
市领导高义、虎强、张俊峰、张春阳、
王万鹏参加调研或会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杜新军
近日带领市农委有关负责人，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到新密市暗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杜新军一行先后来到新密市
岳村镇、大隗镇等地，察看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杜新军表示，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具体实践，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是开展乡村建设行
动的有力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对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总体
目标和主攻方向，用行动补齐短
板、以实绩赢得民心，切实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农民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杜新军要求，全市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对标对表、提高标准，切实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在目标上瞄准农村美丽宜
居，加强谋划、提升整治标准，努
力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
步。在原则上求好不求快，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事求是、
自下而上确立治理标准和目标任
务，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
任务上聚焦提质升级，采取更有
力的措施、更有针对性的安排、更
加规范的方式，完善政策举措、健
全体制机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提质升级。要完善农民参与引导
机制，加强宣传引导，激发内生动
力，动员广大群众真正成为人居
环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让全市
农村尽快净起来、绿起来、亮起
来、美起来。

侯红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压实责任链条
织密疫情防线
全力以赴守护

城市安全群众安康

市领导到新密暗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尽快实现“净绿亮美”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
婷 通讯员 王星）2日，记者从省自
然资源厅了解到，该部门对现行县
（市）、省辖市、省三级建设用地审
查报批制度进行了改革，减少省辖
市审查环节，建立县级用地审批直
报制度，即县（市）及开发区用地审
批组卷通过省自然资源厅政务系
统上报后审批。

据了解，此项新举措是为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放权赋能改革的要
求，优化建设用地审批流程，提高审
批效率和审批质量。省自然资源厅

将完善“政务网+监管”系统功能，对
审批事项嵌入预警程序，发现违规问
题及时纠正，并加大“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力度，不定期进行检查。

据介绍，新的用地直报制度从
1月1日起开始执行。直报事项包
括依法由省政府审批或省政府转
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用地，以及省
自然资源厅审批或省自然资源厅
转报自然资源部审批的建设用
地。直报事项将根据省有关政策、
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和承接能力等
进行动态调整。

我省开通用地审批“直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