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

当前，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
断改善城乡发展面貌，是四川的重点
任务。

3月1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城乡融合”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首场“畅通要素流动渠道 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发布会。会上，四
川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总规划师
陈涛，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景世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黄全祥
进行了相关解读。

保障用地
为农村发展留出用地空间

为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合理用地需求，四川将引导农村产业在
县域范围内统筹布局，拓展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途径，大力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
地，保障设施农业发展用地，优化用地
审批和规划许可流程。

陈涛介绍，四川将把县域作为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因地制宜
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用地结构和
布局；同时，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
设施，有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
地需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或
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
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可
以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
使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单位或者
个人也可以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通
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渠道，
以出让或者出租等方式使用集体建设
用地。

“我们还将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
前提下，可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乡镇
或村为单位，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腾挪空间，用
于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振
兴。”陈涛介绍，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前提下，鼓励对依法登记的宅基地等
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发展乡
村民宿、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等农
村产业。

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生产中
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
的设施用地，可按照国家《关于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使用。

用好金融“活水”
加大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力度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资金要素的
畅通循环。黄全祥谈到，四川持续推动
金融改革创新，健全乡村振兴的多元投
融机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乡村产

业发展等领域的金融支持，积极改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2022年末，四川全省涉农
贷款余额2.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3%，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5个百分点；加强
了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提升了县域信贷
资金的投放力度。四川持续开展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完善货币信贷
支持政策，对县域法人机构实施优惠存
款准备金率。

加大农业中长期信贷资金投入，促
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川积极运用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工具，为农田水
利、农村污水处理、乡镇管网改造等农
业基础设施和补短板项目补充资本金，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项
目中长期资金配套融资支持。2022年
末，四川省农村基础设施贷款余额5124
亿元，同比增长22.3%。

精准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需求，助力乡村产业振兴。2022年
末，四川省金融机构向601个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发放贷款余额169.5亿元，
支持6.2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产业。

探索创新涉农金融产品，推动农
业资源变资金。2022年末，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贷款已在四川省18个市
州落地，贷款余额41.5亿元，同比增长
59.3%。

科技赋能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四川省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
体现在科技资源的分布上。景世刚表
示，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四川省科技
厅坚持科技赋能，以园区建设、产学研
协同创新、科技特派员和区域科技协同
等为抓手，集聚创新要素，通过科技手
段集成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近年来，四川立足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推动乡村科技引领示范，打造一
批“五良”配套的科技示范基地和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充分发挥了园区的要
素聚集、集成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孵化
和创新创业的辐射带动功能。

在科技人才领域，四川全面加强科
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和动态监测，专门制
定出台了实施方案；重点建设了25个国
家特派团和四川省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120个，选派省级科技特派员2577名，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械等
应用示范。

在推进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方面，
四川设立了区域创新发展专项，推动
四川与重庆、四川与东部发达地区创
新主体共同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
转化，加速发达地区先进技术向西部
转移，引导创新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
和高效聚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10 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王浩 版式张今驰 校对毛凌波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大金融倾斜力度……

四川多举措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根据疾控部门流感监测，当前我国
流感病毒活动水平有所增强，以甲型流
感为主。针对公众关心的甲型流感防
治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组织
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
科主任王贵强、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
朝晖、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做
出解答。

热点一
甲型流感有何特点，要不要

使用抗病毒药物？

王贵强介绍，甲型流感是由甲型流
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和普通感冒有所区别。一般流感症状
比普通感冒更重，可导致持续发热、头
疼、肌肉关节酸痛、上吐下泻、周身不适
等表现，老年人和儿童容易出现胃肠道
表现。流感危害性相对较大，严重的可
导致肺炎，对老年人基础病有诱发加重
的风险。

流感是自限性疾病，但在治疗方面
有多种抗病毒药物。不是每个患者都

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建议在重症风险
较高、症状较重的情况下早期使用。早
期使用抗病毒药物能缩短病程、减轻症
状、降低重症风险。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甲流？童
朝晖表示，流感的发热体温往往较普通
感冒更高，可能达到39摄氏度以上。假
如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些上呼吸道症状，
建议可以先进行流感抗原筛查，然后再
进行药物治疗。流感的病程较长，一般
在3至5天，严重的可达5至7天，而普通
感冒一般经历1至2天的流涕、咳嗽症状
后很快就能好转。

热点二
重点人群如何预防，需要接

种疫苗吗？

老年人和儿童是流感流行期间的
脆弱人群。童朝晖表示，这两类重点
人群做好流感预防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推荐婴幼儿、儿童和有基础疾
病的老年人要在每年流行季节提前接
种流感疫苗；其次，建议重点人群在

流感流行期间减少外出，坚持戴口
罩、勤通风、勤洗手；再者，幼托机构
及学校是儿童青少年聚集场所，要特
别注意对流感的预防，一旦班级里有
小朋友发烧，建议在家充分休养，待
完全康复后再上学。

儿童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得了甲
流，哪些情况需要家长重点关注？王
荃介绍，儿童感染流感后绝大多数都
是轻症，以呼吸道感染为主要表现。
及时服用对症药物，多喝水、多休息，
有利于儿童康复。在流感流行期，假
如家中儿童发热时间超过三天或出现
体温40摄氏度以上超高热，又或是出
现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呕吐腹泻、尿
量减少、神志不清等症状，都应第一时
间就医。

王荃表示，重点人群在每年流感
流行期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减少罹
患流感的概率。对于6月龄以下的婴
幼儿，因为无法接种流感疫苗，鼓励
同住者和看护者都要积极接种流感
疫苗。

热点三
得过甲流后会不会形成免

疫期，甲流与新冠有可能叠加感
染吗？

王贵强表示，甲流等病毒性传染病
感染康复后，短时间内都会形成一定免
疫屏障，有一定保护力。

有部分公众关心甲流与新冠是否
会叠加感染。童朝晖介绍，甲流与新冠
两者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有叠加感染
的可能性，但不必过于担心。只有在免
疫功能低下，体内新冠病毒没有完全清
除的情况下，才有一定合并感染的可能
性。同时，根据已掌握的发热门诊监测
数据，当前发热患者中以甲流占据绝对
多数，比例较高。

童朝晖说，戴口罩、勤洗手、勤通
风、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都是
对呼吸道传染病行之有效的预防手
段。面对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是最重
要的，呼吁大家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和
健康监测。 据新华社

甲型流感有何特点？重点人群如何预防？

医学专家解答甲型流感防治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央网信
办近日发布通知指出，按照2023年“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中央网信办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从严整治‘自媒
体’乱象”专项行动，聚焦社交、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类型重点平台，针对“自媒
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
出问题，坚决打击，从严处置，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
通知指出，专项行动主要任务包括：

坚决打击“自媒体”发布传播谣言信息、有
害信息和虚假消息；坚决取缔假冒仿冒
官方机构、新闻媒体和特定人员的“自媒
体”；全面整治“自媒体”违规营利行为。

其中，打击“自媒体”炮制有害信
息，重点是搭蹭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形

势、重大灾难事故、社会热点事件等，断
章取义歪曲解读、颠倒是非抹黑攻击、
渲染悲情煽动对立，制造损害党和政府
形象、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害信息。

从严整治“自媒体”利用弱势群体进
行流量变现，包括哄骗、利诱老年人摆拍
视频、开设直播，骗取网民点赞、打赏、捐
赠等；欺骗、引诱残障人士，通过卖惨、恶

搞、虐待等违法失德方式博取流量等。
根据通知，各地网信部门将督促网

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从严从重处置顶
风违规、屡教不改的“自媒体”；对管理
不力、姑息纵容的网站平台，依法采取
限期整改、罚款、暂停相关功能、关停下
架等处罚，警示“自媒体”和网站平台做
好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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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