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游客在蔚县涌泉庄乡涌泉庄村观赏花灯。当天，在该村举办的“迎新春、贺民丰、庆脱贫”主题灯展
开幕。据介绍，该灯展展出100余种造型灯，表现三农、生态等题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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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

切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从省政府新闻
办 12月 22日召开的河北省便民市场建设工
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省“双创双服”活
动便民市场建设工程的目标任务是改造或新
建生鲜超市、菜市场、农贸市场等便民市场
200个。截至10月底，200个便民市场建设或
改造目标任务全部完成。

省商务厅自 2018 年开始负责“双创双
服”活动便民市场建设工作，在总结2018年、
2019 年便民市场建设工作基础上，查找不
足、分析原因，专题研究推进措施，提早对各
市的市场类型、市场数量、投资主体、新建市
场、改建市场等情况进行摸底，为 2020 年便
民市场建设工作方案的制定打下良好基础。
为支持和鼓励便民市场建设，省商务厅从省
级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了 3500
万元。

我省便民市场建设工程取得明显成
效。购物环境明显改观，外部环境出入便
捷，内部环境舒适整洁，交易区布局更加合
理。硬件设施水平显著提升，尤其是垃圾处
理、监控、消防等配套设施更加完备，安全系
数提高。市场管理日渐完善，食品安全、公
平交易、商品追溯等管理制度更加健全。科
学规划，便民市场分布更趋合理，居民消费
更加便捷，成为“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的重
要组成部分。

除满足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需求外，
在支持北京抗击疫情、保障市场供应方面，
便民市场发挥了应有作用。6 月 13 日北京
新发地市场暂时休市，北京蔬菜等农产品
供应出现波动。为做好北京市场蔬菜等农
产品应急保障供应，京津冀三地商务部门
建立了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和重点农产品
保供联系机制，省商务厅会同省农业农村
厅与北京市商务局建立应急保供工作对接
机制，坚持日报制度。以解决北京紧急缺
口物资为重点，省商务厅明确河北省保障
京 津 市 场 供 应 重 点 农 产 品 企 业 名 单（部
分），指导河北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大
型企业和部分便民市场做好蔬菜等农产品
应急保供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
12月22日，2020-2021雪季“健
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
暨崇礼冰雪嘉年华在张家口市
崇礼区太舞滑雪小镇启动。副
省长徐建培出席启动仪式。

2020- 2021 雪 季“ 健 康 河
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暨崇
礼冰雪嘉年华自即日起举行，
将持续至 2021 年 4 月。据介
绍 ，2020- 2021 雪 季“ 健 康 河
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将普
及推广冰雪运动知识与大众冰
雪活动融合，通过展示我省冰
雪运动发展成就，举办丰富多
彩的冰雪赛事活动，推动群众
性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

崇礼冰雪嘉年华遴选具有
吸引力的冰雪业态及元素，集

张家口市尤其是崇礼区冰雪产
业、文旅资源于一体，将冰上碰
碰车、雪地转转、雪地赛车、雪
滑道等冰雪娱乐项目融合在一
起，通过系列体验活动提升游
客粘度，激发群众参与冰雪运
动热情。

启动仪式上同步举办了河
北省冰雪运动展。河北省冰雪
运动展围绕冬奥竞技备战、群
众性冰雪运动普及推广、冰雪
产业发展三大主题，聚焦“谁来
滑”“去哪儿滑”“谁来教”“如何
保障”，生动展示我省冰雪运动
发展成就。本次展览与崇礼冰
雪嘉年华融合，在滑雪游客密
集区设置展区，便于游客在体
验中参观，在游玩中了解相关
知识。

2020-2021雪季“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
系列活动暨崇礼冰雪嘉年华启动

河北日报讯
（记者霍相博）近
日，省医保局与省
财 政 厅 联 合 发 布
通知，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对省
本 级 基 本医疗保
险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住 院 报 销 比 例 进
行调整。其中，一
级医疗 机 构 报 销
比 例 提 高 了 3 个
百 分 点 ，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报 销 比 例
提 高 了 2 个 百 分
点，医保退休职工
报 销 比 例 在 此 基
础上再提高 1个百
分点，进一步减轻
我 省 基 层 患 者 和
老 年 患 者 的 就 医
负担。

通 知 明 确 了
住 院 起 付 标 准 。
省 本 级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职 工 在
一、二、三级医保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住
院，住院起付标准
分别为 500 元、650
元、800 元。职工
一 个 年 度 内 在 同
一 级 别 医 疗 机 构
多次住院、且上次
住 院 医 疗 费 超 过
起付标准的，在所
住 医 疗 机 构 起 付
标 准 基 础 上 依 次
降低 20％，最低不
低于200元。

省 医 保 局 介
绍，在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
标准以上，医保统筹基金住院分段报
销比例调整为，在职职工在一、二、三
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统筹基金支付
额 3 万元（含）以内的，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由原 88%、86%、83%调整为 91%、
88%、83%；统筹基金支付额 3-7 万元

（含）段 ，政 策 范 围 内 报 销 比 例 由 原
90%、88%、85%调整为 93%、90%、85%；
统筹基金支付额 7-20 万元（含）段，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原 92%、90%、87%
调整为 95%、92%、87%，将进一步减轻
基层患者的就医负担。以上各支付
段，医保退休职工报销比例还将再提
高 1 个百分点，老年患者就医将更加受
益。通知中还对异地住院报销比例进
行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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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2
月21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12 月 21 日 24 时，河

北省现有确诊病例 0 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367 例（含境外
输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6
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9
例、境外输入病例 34 例。尚在
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境外输入）。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日前，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
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工作方
案要求，要充分认识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紧迫性，把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首
要任务，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科学管控、激励引导，分类施策、稳妥处
置，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发挥比较效
益的关系，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把
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着
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切实防止耕
地“非粮化”。

2019年底，我省已完成粮食生产功
能区划定任务，并落实到地块。针对个
别地方发生耕地性质改变或不能种植
目标作物等问题，方案要求，要组织开
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情况“回头看”，
对粮食种植面积大但划定面积少的进
行补划，对耕地性质发生改变、不符合
划定标准的予以剔除并补划。不得擅
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违规在粮
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
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
还林还草范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
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

对耕地“非粮化”情况进行摸排，坚
决遏制住耕地“非粮化”增量，同时摸清
存量问题底数。永久基本农田作为依
法划定的优质耕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
生产，特别要保障小麦、玉米、水稻三大
谷物种植面积。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
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禁止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非
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一般耕
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油料、蔬菜、棉花等
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耕地在优先
满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生产基础上，适
度用于非食用农产品生产。规范土地
流转行为，建立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
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引导流转土地优
先用于粮食生产。鼓励和引导工商资
本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
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对工商资
本流转土地用于粮食种植，尤其对采用
节水高产品种及配套技术从事粮食生
产的优先给予支持。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按照国
家下达我省的粮食生产保障任务目标，
制定我省重要粮食生产保障目标，并将
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
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加强高标准

农田建设，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保护区为重点，坚持整县推进、集
中连片，加强土地整治和田间配套设施
建设，增施有机肥，推广秸秆还田等耕
地质量提升技术，建成旱涝保收、节水
高效、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搞好优
质粮食生产，结合区位和资源特点，分
区域、分作物制定优质粮食产业发展实
施方案，重点加强冀中南优质强筋小
麦、大中城市周边鲜食玉米、黑龙港和
冀中南“双高”大豆以及山区丘陵、黑龙
港和坝上地区杂粮杂豆等优质粮食生
产基地建设。抓好荒闲地利用，禁止闲
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建立春种前荒
闲地摸排机制，摸清荒闲地底数，提出
利用计划。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用好新增耕
地指标政策，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新增耕地指标政策，将高标准农田建
设产生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优先
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和债券偿还、贴
息等。

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国家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等项目向粮食生产
功能区倾斜，优先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
内目标作物种植。高标准农田建设资

金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加快把粮食生产功能区建
成“ 一 季 千 斤 、两 季 一 吨 ”的 高 标 准
粮田。

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功能。
加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激励，农业生产
全程社会化服务资金、家庭农场及专业
合作社建设资金，重点用于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积极推进代耕
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等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提高种粮规模效益。

补强农业机械关键环节。支持开
展玉米籽粒直收、节水灌溉、精准施肥
施药等薄弱环节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
加快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支持
建设粮食产后烘干、加工设施，延长产
业链条，提高粮食经营效益。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用好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调动各地重农抓粮、务农种粮
积极性。落实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积
极争取小麦、玉米、稻谷完全成本保险和
收入保险国家试点，防范自然灾害和市
场变动双重风险。加快推进农业保险，
到2022年，小麦、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
农业保险覆盖率达到75%以上。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文英、贾敬
从 记者宋平）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近
日印发的《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
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
告》，12 月 21 日起，河北省 11 个设区
市和雄安新区的新办纳税人可以向全
国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以下简
称“电子专票”），公告中所列 11 个地
区开出的电子专票，我省纳税人皆可
接收使用。

为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深化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提
升税收管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国家
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公告，决定在前期
开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以下简
称“专票电子化”）试点的基础上，分两
步在全国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

化。自2020年12月21日起，在天津、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
庆、四川、宁波和深圳等 11 个地区的
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这些
地区开出的电子专票全国范围内皆可
接收使用。其中，宁波、石家庄和杭州
3个地区前期已试点纳税人开具电子
专票的受票方范围也同步扩至全国。
2021年 1月 21日，在其余地区的新办
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

根据公告，自各地专票电子化实
行之日起，需要开具增值税纸质普通
发票、电子普票、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

（以下称“纸质专票”）、电子专票、纸质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纸质二手车销
售统一发票的新办纳税人，统一领取
税务UKey开具发票。

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税务
部 门 向 新 办 纳 税 人 免 费 发 放 税 务
UKey，并依托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
务平台等系统，提供免费的电子专票
开具、发票状态查询和信息批量下载
服务。同时，税务部门还对首次开具、
首次接收电子专票的纳税人实行“首

票服务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帮助纳税人及时全面掌握政策规定和
操作要点，顺利开受电子专票。

电子专票用电子签名代替纸质发
票的发票专用章，其法律效力、基本用
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纸质专票相同。

实行专票电子化后，新办纳税人
既可以开具电子专票，也可以开具纸
质专票。如果受票方索取纸质专票，
开票方应当开具纸质专票。纳税人以
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的，按照《财政
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
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
6号）的规定执行。

据悉，2020年9月，石家庄市被确
定为专票电子化试点后，河北省税务
局科学筹划、审慎安排、周密部署，试
点工作顺利推进。10月13日，石家庄
市开出首张电子专票，10月26日将电
子专票受票方扩大至全省。截至 12
月 18 日，石家庄市已有 682 户纳税人
顺利开具电子专票，686 户纳税人成
功 接 收 电 子 专 票 ；累 计 开 票 数 量
1653张。

新办纳税人可向全国开具电子专票
电子专票用电子签名代
替纸质发票的发票专用
章，其法律效力、基本用
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纸
质专票相同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日前，省住
建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通
知》提出，我省将继续加大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的实施力
度，2021 年再推出一批保护有效、利用
科学、具有影响力的名镇名村和传统村
落，并重点推动连片保护的实施，2022
年连片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通知要求，石家庄、张家口、邢台、
邯郸等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较多的市，

要对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进行连片保
护利用，推动形成规模效应。在对名镇
名村和传统村落开展传统建筑修缮和
环境整治的同时，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旅游接待设施，优
化整合传统资源，提升整体保护和综合
利用水平。2021 年起，我省每年培育 1
至2个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片区。

继 续 开 展 镇 村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调
查。全面摸清当地农村传统建筑、村落
格局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

要素分布，“一村一档”建立信息档案，
积极申报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扩大保
护范围。2021年，启动第五批河北省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工作。

持续推进保护工程实施。在符合
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安排名镇
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传统建筑修缮项目，
积极引导居民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
和功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在保护优
先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合理的利用
方式和措施，促进保护和利用的良性互

动，带动农民群众增收和农村发展。
为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我省将加大资金投入。
省财政每年安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抢
救性保护资金，用于重点补助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的传统建筑修缮项目。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要严格执行
保护规划，落实保护项目，积极争取中
央补助资金。市、县（市、区）要加大对
保护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采取捐资、投资、合作等办法，参与
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拓宽
资金渠道，推动保护项目的实施。

各地要严格执行名镇名村和传统
村落保护规划，严格禁止迁并名镇名村
和传统村落及各类破坏行为。严禁以
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为名拆
旧建新，变相搞商业开发。

河北推进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2021年起每年培育1至2个保护片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12月 17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河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审核发放管理办法》，凡在我
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种畜禽生产
经营或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
的单位或个人，应依照本办法
规定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农
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
和有少量剩余仔畜、雏禽出售
的，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
配种的，不需要办理《许可证》。

申请取得《许可证》的单位
或个人，应具备下列条件：生产
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鉴
定的品种、配套系或经国务院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引
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饲养的
种畜禽应达到现场评审数量要
求且符合种用标准；既有与生
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
技术人员，又有与生产经营规
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
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
畜禽防疫条件；有完善的选种
选育、饲养管理、投入品管理使

用、安全生产、生产销售、卫生
防疫、废弃物处理等种畜禽质
量管理制度。

《许可证》审批发放权限主
要涉及：生产家畜冷冻精液、胚
胎、卵子等遗传材料，种畜禽原
种 场（含 地 方 畜 禽 遗 传 资 源
场）、种畜配套系曾祖代场、种
禽配套系祖代以上场的《许可
证》，由省级行政审批主管部门
审批发放。种畜禽扩繁场、种
畜配套系祖代场、种禽配套系
父母代场、生产经营种畜常温
精液场的《许可证》，由市级行
政审批主管部门审批发放。种
畜配套系父母代场、家畜改良
站（点）、单一种禽孵化场、经营
商品代仔畜、雏禽以及仅经营
种畜禽的《许可证》，由县级行
政审批主管部门审批发放。种
禽场内附属孵化场对照发放权
限，由同级行政审批部门审批
发放。

《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省
政府办公厅2011年5月31日印
发的《河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审核发放管理办法》（冀
政办函〔2011〕14号）同时废止。

我省规范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