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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然

针对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今年提交的《关于构建我省自
闭症儿童教育康复体系的建议》提案，省政协7月6日召开重
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自闭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目前国内还没有统计数
字。但是美国的数据显示，2012年每88个新生儿里就有1个
自闭症患儿，2014年是68个新生儿中有1个，现在是40多个新
生儿里就有1个。”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安国际自闭症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由仲说。

自闭症又称儿童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
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
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我国精神残疾儿童多数由儿童
自闭症导致，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方法，只有通过康复训
练才能不断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目前我省0-14
岁自闭症儿童超过15万人，定点康复机构仅97家。

“自闭症康复机构每年都会以人手不足、场地受限、
经费不足等原因，拒绝大量前来送训的自闭症儿童。”九
三学社山东省委在提案中提出了我省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
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不仅数量严重不
足、教育康复水平低，政府对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的资金
投入也不足。

省残联副理事长张志超说，据调查，孤独症儿童年康
复费用不低于4万元，现执行每年1 . 2万元的救助标准远远不
能满足其在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经费需求，部分市7－9
岁自闭症儿童尚未纳入救助范围。建议省、市、县根据经
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救助补贴标
准，扩大救助范围。

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建议，尽快建立包含自闭症儿
童康复教育在内的残疾儿童数据管理平台，从每一例自闭症
儿童的确诊开始，建立个人档案，详细记录每个儿童的诊断、
评估、康复、教育、转衔等相关服务进展情况，做到每个自闭
症儿童教育康复全过程可查询，数据资源多部门共享。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目前特教学校自闭症儿童教
育办学条件不足，从事自闭症儿童教育的特教教师普遍缺
乏专业教育和培训，难以解决自闭症儿童的行为问题。目
前全国还没有一所院校设置自闭症教育相关专业，专门培
训教育自闭症儿童的老师。”张志勇建议，加强自闭症儿
童康复教育教师专业建设，包括基地、师资、课程、条
件、经费保障等。

根据提案答复情况，记者还了解到，今年省财政安排0
－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费1 . 07亿元，并将适度放宽自闭
症儿童救助年龄。5月16日起，我省已开始筛查全省现有自闭
症儿童底数和康复需求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全省自闭症儿童
教育康复体系，实施自闭症儿童精准康复服务提供依据。

“尼伯特”登陆福建，多省普降大雨
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省政协一提案引起各方关注

让更多“孤独”孩子
接受康复训练

台风“尼伯特”在福建泉州登陆后，
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普降大雨，局
部出现大暴雨，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台风“尼伯特”９日１３时４５分登陆福
建石狮沿海后，强风暴雨导致福州、莆
田、泉州、三明４个市受灾严重，紧急转
移４２．２４万人；机场关停５个、取消航班约
３９０架次，动车停运３４１列，公路客运停运
约４９７３班次，对台客运航线、沿海客渡船
全线停航；高速公路管制４处，国省干线
中断２０处；１０千伏线路停电１５条、配变电
４７７台，低压用户数３．６５万户；莆田市城
区、仙游县大面积内涝受淹。

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尼伯特”预
计９日夜里至１１日影响江苏，沿江和苏南
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
有陆上６至８级、江湖海面１０级左右的偏东
大风。截至９日下午７时许，太湖平均水位
４．８６米，超过防洪保证水位０．２０米，太湖
流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为加快太湖湖西
地区洮湖、滆湖排水速度，江苏省防指调
度钟楼闸于８日１５时部分开启排水，东太
湖瓜泾口、望虞河东岸谢桥以下口门等已
开启帮助分泄太湖洪水。在防汛任务较重
的江苏宜兴市，从８日起，已启动防台风Ｉ
级响应。

受台风“尼伯特”影响，浙江大部分地
区出现降雨。目前江河湖库水位普遍偏高，
特别是太湖和杭嘉湖地区水位居高不下，
湖州、嘉兴防汛工作面临“太湖高水位叠加
强台风”的超历史、超常规考验。环湖大堤
仍按“百米一人”制度开展巡查，湖州、嘉兴
正继续做好巡堤查险工作。受强降雨影响，
浙北地区的东、西苕溪中下游水位、东部平
原、长兴平原水位普超警戒，部分河湖库承
纳能力已临近极限。

从９日１６时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宣
布，启动防汛防台Ⅲ级应急响应。上海市
要求，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实现“不死
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层层落实
各级各类防汛防台责任制，严格执行２４小
时值守制度和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同时，
要严格责任追究，对于因责任不落实、工
作不到位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的，要严肃处理。

据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于７月３日生
成的“尼伯特”是历史上第２晚生成的一
号台风，其于５日２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８时为台风，１４时为强台风，２０时为超强
台风，具有“强度强、移速快、范围较
大”的特点，至６日其强度在历年一号台
风中为最强。

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８日表示，
受极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珠江流
域入汛早、降雨场次多、汛情威胁大、
局地灾害重。入汛以来已有５３条河流８３
个站点出现水位超警戒线，为５年来同
期最多。预测流域秋季台风可能偏多、
偏强，并可能存在旱涝并存或旱涝急
转，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秋冬春连旱。

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
挥束庆鹏说，入汛以来，珠江流域已发
生１９次强降雨过程，５３条河流８３个站点

发生超警洪水，为近５年来同期最多，
部分河流遭遇“历史级”洪水。

来自珠江防总的数据显示，截至６
月底，珠江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３次，发送防汛信息１１０００余条（次）。
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珠江防总会同流
域内相关省（区）防指先后组织实施红
水河龙滩、岩滩、柳江红花、贺江合面
狮、韩江棉花滩等水库防洪调度，最大
削峰率约５０％，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保
障大藤峡工程施工度汛安全。

珠江流域未来可能旱涝急转。珠江
防总预测，由于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
季台风可能偏多、偏强，流域西南部和海
南等地可能出现旱情，部分地区可能出现
秋冬春连旱。流域前期降雨较多，部分江
河、水库水位较高，后期台风降雨的不确
定性和局部强降雨，可能导致旱涝并存和
旱涝急转，枯水期水量调度和洪水资源化
利用也面临挑战，流域后期防汛抗旱防台
风形势不容乐观。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报道）

珠江流域：５３条河流水位超警戒线

记者从国家防总获悉，７日８时至８日８
时，长江流域雨势明显减小，长江中游监
利至汉口江段及洞庭湖水位已出峰回落。

据了解，８日８时水位如下：
监利３６.０８米，较洪峰水位回落０.１８

米；
莲花塘３４.２５米、较洪峰水位回落０.０４

米；
汉口２８.２８米、较洪峰水位回落０.０９

米；

洞庭湖城陵矶站３４.４４米，较洪峰水位
回落０.０３米。

汉口以下江段及鄱阳湖水位涨势趋
缓，８日８时水位为：

九江２１.６米，超警１.６米，较７日８时上
涨０.１３米；

大通站１５.６４米，超警戒１.２４米，较７日
８时上涨０.０９米；

鄱阳湖湖口站２１.２米，超警１.７米，较７
日８时上涨０.１７米。

据初步统计，截至７日，长江中下游超
警堤段长１０４１７公里，其中长江干堤２９５０
公里、两湖堤防３１４０公里、其他支流堤防
４３２７公里。

国家防总再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长江中下游５省进一步加强长江重点堤
段、重点部位防守工作，坚决夯实堤防
防守责任，进一步加强险情和抗洪抢险
信息统计报送工作。

长江流域：雨势明显减小

▲7月9日，合肥市防汛巡线人员检
查沿河加固堤岸情况。（□新华社发）

“尼伯特”在福建登陆，莆田境内
普降暴雨，内涝严重。（□新华社发）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城乡建设委获悉，为有效降

低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城市管理局及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日前联合出台规定，对新开工的建筑工地
在进行土石方施工作业前制定了严格的条件，并自今年6月1
日起已经开始实施。

据了解，工地扬尘是影响济南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
之一。目前，济南市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804个，单位工
程7434个，建筑面积达8708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包括轨道交
通、快速路建设在内的大量道路交通工程。工地扬尘防治一
直是济南市改善空气质量的难点和重点。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要求施工现场围挡必须先行施工完
毕，并对围挡的色彩、面层钢板厚度及背面龙骨、间距、固
定立柱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施工现场各出入口处路面必须
采用混凝土或沥青予以硬化，并连接至市政道路；现场内必
须将主要车行道路硬化完毕。通行车辆的出入口内侧必须安
装车辆冲洗设备。其中，土方挖运量1万方以上的，冲洗设
备必须具备淤泥槽、沉淀池、清水池，具备条件的应与城市
排污管道连接；除全自动冲洗设备外，还应在工地出入口配
备2台手动冲洗设备，用于对车轮车体的二次冲洗和出入口
的保洁降尘；冲洗车辆的污水应有回收装置，不得将冲洗车
辆的污水排放到城市道路上。土方挖运量1万方以下的，必
须配备2台手动冲洗设备。同时，场内道路两侧及基坑周边
安装智能自动喷淋装置。

济南市规定，建筑渣土处置运输必须使用经核准的建筑
渣土运输单位及车辆。基槽开挖阶段，施工工地产生的渣土
原则上要求日产日清，确需留存回填用土且具备现场留存条
件的，应严格报备，建设单位要提交留存渣土处置计划，明
确存放期限，存放期间使用高密度绿色防尘网进行全覆盖。
非作业时间施工现场裸土一律覆盖，未达到全部覆盖的，一
律不允许进行土石方作业。

济南市还要求，施工现场必须配备扬尘污染监测设备及
视频监控系统，并与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平台和市建筑施工信
息化管理平台联网。为保证扬尘治理费用，济南市要求建设
单位要将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列入工程预算并及时拨付。施
工总承包单位还未确定的，硬化、围挡、洗车设施、自动喷
淋装置、扬尘监测设备、视频监控系统等扬尘防治设施费用
由建设单位先期垫付，待施工总承包单位确定后，按实际投
入，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予以扣除。

济南防治工地扬尘污染“出大招”

非作业时间
裸土一律覆盖

农补资金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山东鼓励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川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
国办发〔2015〕59号文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的实施意见》（以下称《意见》），
提出到2020年，全省承包土地经营规模化
率和农民合作社农户入社率达到50%以上，
全省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5982万亩，确保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继续走
在全国前列。

建设一批“吨粮县”

和“吨半粮乡”

据悉，我省将打造一批“吨粮市”“吨
粮县”和“吨半粮乡”，到2020年，全省建
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5982万
亩，区域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0公
斤以上，建成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3000万亩
以上。

“山东小麦品种的亩产潜力已经达到了
800公斤，但平均产量仅为410公斤。”山东
省农科院小麦栽培室主任王法宏认为，种植
业结构调整，虽然主要是玉米，但小麦也需
调结构，需要更多优质与高产兼得的品种。

为此，《意见》明确提出，我省将实施
省农业良种工程，开展粮食增产基础理论和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粮
食作物新品种，积极推进小麦玉米科技创新
示范工程实施，培育小麦玉米超高产新品
种。

王法宏表示，即便是高产与优质兼顾的
品种，也一定要和面粉企业、粮食企业、加
工企业对接，也就是和市场对接，才能实现
这个品种的价值。

据悉，到2020年，我省将培育15家在国
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建设30个商业化育种(苗)中心，在省内
建设农作物标准化种子繁育基地152万亩，

以加快新品种推广应用。

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农业
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成
为阻碍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结构性矛盾。

“向改革要动力，靠改革添活力，我省
将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
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省农业厅厅长王金
宝表示。

省发改委农经处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年底，全省土地流转面积2259 . 8万亩，供
销、邮政、烟草等行业部门托管土地2000多
万亩，全省土地经营规模化率超过40%。

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但我
省农业小规模经营仍占比过半，这限制了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意见》明确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实现标准化、规
模化生产。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农村改革试验区
稳妥开展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并鼓励
支持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土
地托管服务。

目前，我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有
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和半托管等形式，具体
采取哪种形式，取决于农民意愿、土地种
植、市场营销和为农服务中心的经营能力
等。然而，记者在临沂、济宁等多地走访发
现，土地流转中的高昂地租，往往占到土地
经营收入的五成以上，这让许多种植大户陷
入经营困境。

高青县青城镇香姚村种粮大户李丙俞每
亩地的地租在1100元，包了100多亩地的他
去年尽管收成不错，但还是“一分钱也没挣
着”。“就今年这行情，接着种玉米肯定白
忙活。”

通过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让土地产权
更加明晰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为实现这
个改革目标，《意见》明确表示，我省将
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夯实适度规模经营基础，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根据农民意愿统一连片整理耕
地。此外，我省还将研究改革农业补贴制

度，使补贴资金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打造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曾亿
武认为，提升科技装备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是
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两大重要抓手。

小麦联合机收、秸秆还田、玉米精量播
种，粮食烘干储藏……今年“三夏”，科技给

我省现代农业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因子”。
《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创新团队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实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行动，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
度。计划到2020年，全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50万人，并明确分解任务到17市，全力打造
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队伍。

□记 者 姜宏建
通讯员 严文达 马志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我省决定从2016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模式创新试点工作。通过公开竞争立项
的方式，全省将确定8个试点项目，从政
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对创新试点成效显
著的项目，可连续给予扶持。

记者了解到，通过试点，我省力争用
3年的时间把项目区建成适度规模经营形
式多样、产业链条完整、业态丰富、与农
民利益联结紧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模式，农业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
村活力显著增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先行
区和示范区。

创新试点项目按照“全产业链集成式
开发”的总体要求，在转变农业经营方式
的前提下，以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
主，同步进行相应的配套产业建设，形成
“高标准农田+新型经营方式+配套产业”
的项目组合一体化建设模式。配套产业建
设包括现代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储
藏保鲜和流通、生态循环农业、社会化服
务业等。以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平

台，形成较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和价值
链，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培育
壮大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示范、引领现代
农业发展。

据了解，单个创新试点项目中央财政
资金原则上控制在2000万元（含2000万
元）以内，省以下财政按1：0 . 4比例配
套。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具体确定财政资
金规模，并鼓励各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积极支持试点项目建设。各级财政资金中
60%以上用于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40%以下用于产业发展。确定一个产业进
行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销售全产
业链开发。

同时，创新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和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
金、金融资本投入创新试点项目，鼓励采
取贷款贴息、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融资模式扶持产业发展。

通过试点建设，项目区要形成多形
式、多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参与产
业建设的格局，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作用更充分，产业发展集聚支撑作用更
明显，利益联结效应更显著，一二三产业发
展更融合的目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全链条开发

□大众报业记者 周青先 报道
济南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用防尘网覆盖了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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