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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方案，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
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据
了解，这是我省印发深化省以下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后，出台的
首个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

方案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
围。首先，明确省级财政事权5项，
包括全省性或跨区域的重大传染病防
控等。其次，明确省级与市县共同财
政事权 8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全省性或跨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全省统一实施的妇幼公
共卫生项目、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
助、医疗救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

省级根据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卫
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中医药事业传
承与发展。再次，明确市县财政事权
5项，包括市县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
革和发展建设、市县自主实施的卫生
健康能力提升项目、市县卫生健康管
理事务、市县医疗保障能力建设、市
县自主实施的中医药项目。

方案将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
事项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
助和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第二类包括
全省性或跨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全省统一实施的妇幼公共卫
生项目、医疗救助等。

(代玲玲)

医疗卫生领域省市县权责厘定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的 指 导 意 见 》 （ 以 下 简 称 《 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总体目标。到
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基层党
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
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
显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
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
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
2 0 3 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
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
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
本实现现代化。

《意见》提出主要任务。（一)

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
机制；(二)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三)规范村级组
织工作事务；(四)增强村民自治组
织能力；(五)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
式；(六)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
程；(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八)实施乡风文明培
育行动；(九)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
用；(十)加强农村文化引领；(十一)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十二)加强平
安乡村建设；(十三)健全乡村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十四)加大基
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十五)

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十六)支
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十七)

提升乡镇和村为农服务能力。
（全文见A2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乡村治理，路线图更明晰了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 通讯员赵新 郭宗鑫）6月21

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针对当前严峻旱情，我省于6月20日
17时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今年以来，我省降水少且分布
不均。全省平均降水量 1 0 1 . 2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7％，淄博、
济南、滨州、泰安、东营5市偏少4
-6成，其它各市偏少2-3成。5月份
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1 . 5毫米，
较常年偏少53 . 2%。受降雨偏少且
持续高温影响，部分地区旱情严
重。截至6月18日，在田作物受旱
面积达985 . 1万亩。

针对当前严峻旱情，根据《山
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于6月20日17时启动抗
旱Ⅳ级应急响应。

据悉，今年以来我省密切关注
旱情发展变化。沿黄地区积极争取
引黄指标，共调引黄河水43 . 59亿
立方米。针对德州、滨州旱情严
重，山东黄河河务局，分别为两市
调剂2亿立方米、1 . 4亿立方米引黄
水量用于应急抗旱。当前，全省投
入抗旱资金9 . 7亿元，投入抗旱人
数151 . 9万人，启用机电井9 . 5万
眼，泵站 9 3 4处，机动抗旱设备
38 . 1万台套，累计抗旱浇灌面积
4054万亩。

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省仍
无大范围有效降雨，抗旱形势更加
严峻。下一步，我省将全面落实抗
旱工作责任制，确保城乡居民饮水
安全，尤其是对地处偏远地区，短
期内在当地无法解决饮用水源的，
采取部门包村、干部包户、村村互
助等方式，将采取拉水、送水等措
施解决饮水困难地区人畜饮水困难
问题。

农村大众报平邑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张伟）6月20日中午1点
多，烈日当头，刘平议和妻子正用
三轮车从家里往桃园运水浇树。这
是他们当天运的第三趟水。一趟只
能浇六七棵树。

刘平议是平邑县武台镇黄台村
的果农，种着10亩桃树。10天前，
村里的拦河坝储水被抽干后，他开
始从家里运水浇树。刘平议三轮车
上放着两个大塑料桶，都是半立方
米的容量。由于家中自备井水位下
降，灌满两个塑料桶，需要两个多
小时。夫妻二人一天最多能运5趟
水。“今年桃子肯定是绝收了。现
在最重要的是保住种了10多年的桃
树的命。”

黄台村有1400多亩桃树，正常
年份，能浇水的桃园占到一半。10天
前，村里的两个塘坝已经干涸，1个
水库由于水位太低，也不能抽水灌
溉。“现在全村所有桃树都得靠天吃
饭了。”黄台村村支书张维俊说。

武台镇有耕地4 . 2万亩，其中
黄桃面积3万亩，是全国三大黄桃
生产地之一，也是山东黄桃种植面
积最大的乡镇。“武台黄桃”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当地的黄
桃主要用来加工罐头。正常年份，
一亩黄桃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

从家里运水浇桃树。今年的收入已
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别让桃树旱
死。”张维俊说。

由于缺少有效降雨，武台镇现
有的12座水库，有4座处于死水位
以下，所有塘坝都已经没水。武台
镇镇长孙令军介绍，全镇的黄桃基
本都是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上市，目
前正处于膨大期，由于一直缺水，
造成了大量落果，树上的黄桃也几
乎停止生长。目前全镇约八成黄桃
面临绝产。如果干旱持续，绝收面
积会继续扩大。

记者从平邑县水利局了解到，
2019年全县累计平均降水量为76 . 4

毫米，较常年偏少56 . 6%。截至目前，
全县蓄水量9217万立方米，其中大
中型水库蓄水量7047万立方米，较
去年同期少32%，小型水库、塘坝、
拦河闸坝蓄水量为2170万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少28 . 1%。全县粮食、果
树等作物种植面积89 . 1万亩，累计
受旱面积达到47 . 2万亩，超过半数。

据了解，黄台村的水库，总库
容是12 . 8万立方米，去年蓄水10万
立方米，由于持续干旱，目前水位
只有60多厘米。目前剩余的少量存
水，用来给果树打药。“全村有一
眼深水井，部分农户家中还有自备
井，目前村民吃水暂时没问题。”
张维俊说。

>>关注全省旱情

三万亩黄桃今年要“黄”
面临绝产，武台桃农拉水给树保命

农村大众报平邑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张伟）6月20日下午，陈
祥平10天前播下去的3 . 2亩玉米，
终于痛痛快快地“喝饱了”。

陈祥平是平邑县平邑街道庞
居村村民，和往年一样，麦收之
后，他把玉米播下去。由于土壤
墒情差，没有有效降雨，玉米一
直没发芽。老陈有点坐不住了。

令人欣慰的是，从6月15日起，
距庞居村20公里外的唐村水库开
始向下游放水。经过40多个小时的
自流，救命水终于到达庞居村。

庞居村村主任王纪龙说，全
村2200亩耕地，夏茬作物全部是

玉米。由于上游水库来水比较及
时，目前已经浇完800多亩。

唐村水库灌区管理站站长董
怀坤说，唐村水库修建于1959年，
是平邑县第一大水库，库容1亿多
立方米。水库可以为周边六七个乡
镇（街道）、10多万亩耕地提供灌溉
用水。目前蓄水量是3100万立方
米，比去年同期少2000多万立方
米，但保证周边灌溉没问题。

记者从平邑县水利局了解
到，目前，全县已投入抗旱劳力
8 . 7万人次，动用各种灌溉设备
3 . 6万多台，通过灌、抽、提、运
等方式浇灌面积超过35万亩。

“花甲”水库挑重担

夏茬玉米喝上水

日长长到夏至，
日短短到冬至。

夏至风从西边起，
瓜菜园中受熬煎。

受旱作物985 . 1万亩

近期仍无有效降雨

武台镇黄台村果农刘平议每天忙着从家里运水上山浇果树。

武台镇的黄桃受干旱影响，大小不如往年的一半。

庞居村的夏玉米已经灌溉了800多亩，超过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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