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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如何再加力
冀鲁豫三省全国政协委员“云访谈”支招

记者 刘云鹤 发自北京

冀鲁豫三省相接且都是农业大省，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都担负着走在前、
做表率的重任。那么，来自这三省的全国
政协委员连线共话乡村振兴，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

如何推动乡村振兴
政协委员线上交流

3月5日晚，山东省政协首期“云访谈”
栏目启动。首期，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如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记
者注意到，这次和往年不同的是，除四位住
鲁全国政协委员外，来自河北、河南的两位
全国政协委员也参与了此次访谈。

“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增加粮食
产量，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所以我建议加
大土地规模化经营力度。”住鲁全国政协
委员、枣庄市政协副主席王凌说，以枣庄
为例，枣庄是首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逐步通过土地自主流转出租、托管入
股、龙头企业承包等方式开展流转，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可以用几组数据来说明
土地规模化经营带来的收益：增加了3%
至6%的粮食生产面积，实现粮食增产
10%到20%，村集体增收3万元以上。”

王凌还表示，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首先
要夯实基础，比如土地基础信息要摸清，涉农
项目规划中，要考虑土地规模化经营需求等。

“我们的路径是党建引领、产业带动，
实现共同发展。”住鲁全国政协委员，临沂
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以自

己所在的村庄为例，分享了关于乡村振兴
的思考，其中他专门提到发挥土地资源优
势，通过规模化经营实现增收，让农民的
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破解乡村振兴人才难题
成委员们热议话题

人才兴则乡村兴。破解乡村振兴“人
才难题”成为三省委员热议的话题。

住冀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港澳
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范社岭，引用《论
语》中“近者悦，远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孔子早就提出了乡村引才的方法。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林
学院院长范国强则表示，乡村振兴是一项
系统工程，山东在产业振兴方面做得很好，
下一步应当进一步提升品质，“不仅要改善
人才工作生活条件，还应当为他们创造更
多机会。对本地自学成才的年轻人，也要加
大鼓励力度，‘不求所在，但求所用’。”

王传喜认为，解决人才难题，可以依
托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做好成果转化，
把产业做起来，才能吸引更多人才。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农业大学副校
长林海则立足本职工作，就如何推动涉农专
业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画院院长孔
维克则建议，应创新乡贤文化建设。他认
为，乡贤有见识、有技能，懂实情、有感情，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乡贤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更是助推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的有力抓手。

全国政协委员魏新：

共建网络文明，让真相跑赢谣言
记者 刘云鹤

如何打击网络谣言，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让真相“跑赢“谣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
委、山东省青联副主席，山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副会长魏新建议，积极探索新方法，进
一步加快网络谣言的溯源速度，进一步加大对
恶意编造谣言者的处罚力度，根据谣言编造动
机、影响恶劣程度进行分级处罚，整体提高造谣
成本，让造谣者付出更大代价。此外，政府要健
全信息公开制度，让谣言止于真相。

魏新建议，对于专业性强的谣言，要及时
通过当事人以及专家学者出面辟谣，通过有理
有据的解释和说明，让公众看明白、看透彻、不

糊涂、不生疑。同时，要加强舆论宣传，以网民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引导，联动辟谣榜等
权威平台，让辟谣内容也成为大流量。

2022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
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
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
息1.72亿件，同比增长3.6%。“这说明网民参与
举报的积极性挺高。”魏新建议，要发挥联合平
台优势，提高网民辟谣主动性。

魏新还建议，对于专业领域的信息发
布，增加网络平台的核验，减少不实信息“先
传播再举报”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此外，相关
平台可建立用户分级管理制度，对严重失信
的用户应列入黑名单。

全国人大代表史伟云：

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医学装备国产化率
记者 杨璐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眼科研究所所长、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史
伟云是连任两届的“老代表”，他已牵头提
交议案、建议十余件，重点关注罕见病和疑
难病诊疗器械的发展、眼科疾病规范化治
疗以及医务人员权益保护等。今年两会，史
伟云的建议聚焦医疗器械领域。

史伟云表示，当前国产医学装备发展整体
仍处于中低端产业。随着国家对医疗器械创新
研发的加大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医疗器
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为助力提升医学装
备国产化率，他建议，发挥“政、医、企、金”协同
作用，尽快建立全链条研发体系，优化审评体
系，促进产品转化；设立国家专项经费，实现原
始性技术创新突破；构建研发、技术、产业化、
应用的产业链生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

时来运转，好运连连，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近日，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时来运转”在山东上市，为您的心
愿助力加油，祝您在2023年“时来运转”。

“时来运转”是一款聚焦财富类的主题彩票，游戏
票面设计以靓丽大胆的色彩搭配，营造出财富感，极具
视觉冲击力。游戏共有两个玩法，分别为两同图和即中
玩法，简单直接，富有乐趣。玩法一区域内绚丽的霓虹
和炫彩的轮盘寓意“大奖快快转起来，好运转起来”；玩
法二区域内耀眼的金条元素寓意“中奖就在眼前”。

该款彩票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100万元，11个
奖级，23次中奖机会，奖金返还率为65%。

游戏规则
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游戏中，如果刮出

两个相同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所对应的奖金。共
有8局游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
可获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福彩刮刮乐借此好寓意，践行公益初心，传递美好
愿望，祝愿广大爱心购彩者新的一年“时来运转”，好运
常伴！

2 0 2 2 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
1481 . 3亿元，筹集公益金超461亿元(计
提数)，公益金筹集率达31 . 12%。自1987

年创立至2022年底，中国福利彩票累计
销 售 2 6 4 5 8 . 3 7 亿 元 ，筹 集 公 益 金
7917 . 46亿元。

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
50%的比例分配，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
管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
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

5%的比例分配。
2021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主要用

于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教育助学、幼儿普通话教
育、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医
疗救助、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文化公益事
业、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法律援助、

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罕见病诊疗水平能力提升、支持地
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分配给民
政部的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资助老年人
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
和乡村振兴衔接等方面。地方留成的福
利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四个方面。

2022年，山东省高青县民政局支出福
彩公益金235 . 28万元，主要用于老年人福
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方面，始终聚
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助力养老服务
高青县民政局积极推进互联网+养

老，使用福彩公益金10万元，建成了智慧
养老信息化平台，构建“系统+服务+老人+
终端”的新型智慧化养老服务模式；开展
居家和社区提升行动服务项目，使用福彩
公益金116万元，完成159名失能半失能低
保老年人家庭适老化、信息化改造；使用
福彩公益金9 . 86万元，助力2022年养老护
理员职业技能培训暨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大赛举办，提升养老护理员服务能力，提
高养老服务管理人员管理水平，为高青县
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开展助残项目
高青县民政局使用福彩公益金14万

元，开展“残疾人康复器具租赁”公益活

动，根据全县持证残疾人需求，免费配发
残疾人无障碍辅助器具、精准康复辅助器
具、助听器、助视器等20余种，免费为有需
求的持证残疾人安装假肢、矫形器等器
具；在城市社区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站
等便民地点投放轮椅、拐杖、助行器等基
本康复辅助器具，供市民免费借用。

筑梦特殊儿童
高青县民政局开展“福彩圆梦·孤儿

助学”工程，2022年第一、二季度使用福
彩公益金6 . 83万元，为年满18周岁在校
就读的孤儿发放助学金；2022年7月，使
用福彩公益金1 . 52万元在县人民医院组
织开展“明天计划”孤儿健康体检活动，
为全县在保的0—18周岁及18周岁后仍
在校就读的34名社会散居孤儿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

今后高青县民政局将进一步加强福
彩公益金的管理和使用，让每一个项目里
面，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串串暖心事。

(来源：“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2022年中国福彩筹集公益金461亿元
公益金筹集率超31%

一笔福彩公益金 一串为民暖心事 最高奖金100万元！

刮刮乐新游戏祝您“时来运转”

开局·聚焦2023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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