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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速递

这是近日在拉萨市林周
县强嘎乡曲嘎强村拍摄的已
打包好的牧草。金秋时节，西
藏各地人工种植牧草喜迎丰
收。据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介绍，截至10月15日，各地
完成种草面积11.08万亩，安
排复种及房前屋后种草45.49
万亩，缓解了高寒天然草地的
放牧压力，同时助力当地农牧
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西藏人工种植牧草
迎丰收

为贯彻落实“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
念，我国统筹划定了城市、镇以及各类开发
区城镇开发边界。

自然资源部介绍说，按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深化“多规合
一”改革决策部署，2022 年根据“三区三
线”划定工作的统一部署，各省区市按照自

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统筹
划定了城市、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的城镇开
发边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坚持尊重自
然地理格局，统筹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
局；坚持守住底线，城镇开发边界避让资源
环境底线与灾害风险、历史文化保护等限
制性因素，设置扩展倍数严控新增建设用

地；坚持区域统筹，在优先划好划足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应划尽划生态保
护红线的前提下，各省份按不超过2020年
现状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1.3 倍控制城
镇开发边界范围，给予各省份统筹指导市
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的自主权。

记者注意到，在增量用地使用上，明确

要求各地分阶段、按比例为“十五五”“十六
五”期间留下不少于35%、25%的增量用地
空间；在年度增量用地使用规模上，在为每
年保留五年平均规模的 80%的前提下，允
许其余部分用于年度间调剂，但不得突破
分阶段总量控制。

据新华社

我国统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京津冀三地推动 179 项政务服务事项
“同事同标”，234 个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
办”，200 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移动办”，建立“京津冀+雄安”
12345 热线合作。这是记者从京津冀营商
环境协同专题工作组获悉的最新数据。

京津冀地区，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
域一体、文化一脉，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
展的天然基础。2022 年 9 月，三地签署京
津冀营商环境“1+5”合作框架协议，以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全面提高区域要素协同配置
效率，提出改革任务，在重点领域改革加快
推进、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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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234个事项“跨省通办”

近日，羊群在胡杨林里觅食。
金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的胡杨林披上“金装”。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金秋额济纳 胡杨美如画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通告
称，经研究决定自2023年10月23日起，在
廊坊市全域范围内解除机动车尾号限行措
施。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日前也发布通告称，
从10月23日起暂停限号。这意味着河北省
仅剩的两个限号城市，此次全部“解限”。

相关部门负责人受访时表示，近一个
阶段群众在地方政务平台呼吁“希望取消
限号”的建议和意见较多，相关地方党委政
府在深入调研和征求意见后，根据城市道
路交通形势和交通管理能力，为方便群众
出行，决定暂停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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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所有地市取消机动车限号

深秋时节，在宁夏西吉县吉强镇马营
村，一片片梯田被绿油油的蔬菜装点，一派
生机。戴着艳丽头巾的妇女们正忙着在地
里摘菜装箱。

固原市西吉县是宁夏最后一个脱贫的
县区，吉强镇靠近城区，耕地远离河道，大多
是山旱地，村民祖祖辈辈靠种土豆、杂粮过
日子。“山地坡陡，靠天吃饭，经常‘种一坡
子，收一帽子’。”吉强镇副镇长李永辉说。

如何从田里“掘金”成了镇党委班子绕
不开的“课题”。李永辉分析说，这里没河，
但大部分村庄建有骨干坝且常年蓄水，水
资源平时闲置，汛期排空；这里土地破碎，
但海拔高、污染少，种植的农作物天然无公
害……

从去年开始，吉强镇最大限度整合耕

地，并集中流转，为规模化种植打基础。
关键还是引水上山。吉强镇引进企

业，将山脚下库坝里的水引上山，建设高效
节水设施，推广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
术，选取了 10 多个蔬菜品种，根据订单需
求种菜，从种到收逐步实现标准化操作，从
而带动村民就业。

吉强镇的大胆尝试，源自西吉县“要增产
抓农田、要效益兴水利”的发展思路。据了
解，地处宁南山区的西吉县水资源十分匮乏，
县城一度面临供水难，用于灌溉的水更是稀
缺，难以满足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

近几年西吉县因地制宜实施“引水上
山、低水高用”，盘活当地水资源，发展高山
冷凉蔬菜产业，将撂荒地变成了高产田。

“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由企业带动全村

种菜，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赚租金、基地
务工赚薪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去年在基
地务工的农户收入增幅在40%左右。”马营
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军说。

“以前村子像一潭死水，现在越来越有
活力了。”李永辉说，如今，全镇产业发展更
精准，种植结构更合理。村民们慢慢知道
干啥能赚钱，不管是老人、妇女，只要想干
活、能干活的，都可以在地里找到活干。

吉强镇只是宁夏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为促进脱贫群众增收，宁夏把发展
产业和稳定就业作为根本举措，推进葡萄
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六
特”产业，其中冷凉蔬菜、葡萄酒等产业为
农户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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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吉：引水上山润旱塬

一个个小马达经过流水线加工，鱼贯
而出下线后被码放整齐，包装、发货……
10月以来，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
县，很多电机企业马力全开赶订单。

电机俗称“马达”，被广泛用于工业
制造。“电机行业目前正处于不断上升态
势，用工高峰期员工达到 300 人。”作为
首家入驻江华县的电机企业，湖南威斯
特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柳伟
说，当地营商环境良好、政府服务到位，
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江华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
地抢抓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机遇，因地制
宜发展电机产业集群，“马达之城”已初
具规模。

“自2017年引进首家企业以来，江华
县现有电机电器产业链企业64家，马达产
品基本实现园区本地化生产。”江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游海清说，马

达产品为江华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动能。
成立招商引资小分队，建立招商引

资、要素对接、办证跑腿、答疑解难等全
程“一条龙”精准服务机制，江华县推出
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企业欢迎。

“江华县域经济发展定位明确，能让
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扩大产能。”湖南丰
辉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辉说，当初
落户江华县，从考察到签约只用了 21
天，公司从最开始的 1 亿元产值发展到
如今 8 亿元，员工也增加到 500 余人，其
中九成以上是本地人。

随着电机产业发展，部分企业选择
将分厂开办到乡镇，为当地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在江华县水口镇威斯特公司分
厂，今年 40 岁的冯真珍已工作 4 年多，

“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元，在家门口上班
不仅方便，还能照顾小孩读书。”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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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县何以汇聚电机产业
——湖南江华县域经济发展观察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截至 2023 年 10 月 12
日，广东全省实有个体工商户突
破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户均创
造就业岗位 3.3 个，直接带动就
业超过3000万人，经营性贷款余
额达5543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广东个体
工商户主要集中在 4 个行业，其
中，批发和零售业占 57.43%，住
宿和餐饮业占14.40%，制造业占
7.97%，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占7.47%，共计87.27%。

广东通过便利准入、减负
降本、精准纾困、金融扶持、权
益保护等综合措施，为个体工
商户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统计显示，广东各项培育
扶持政策惠及个体工商户 246
万户，较 2022 年提升近三倍，其
中新增减税降费、退税缓税共
计761亿元。

针对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
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需求，广东建立健全个
体工商户诉求快速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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