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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
刘红霞）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巩固成果并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成为当务之急。2021年，中央财
政预算安排1561亿元衔接资金。这
笔钱怎么管、怎么花？六个部门联合
发文予以解答。

财政部3月31日对外发布，财政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
衔接资金使用管理作出全面规定。

在资金用途上，办法指出，重点
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
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支持健
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脱
贫劳动力就业增收，以及补齐必要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短板等。

在资金分配上，办法明确，继续
按照因素法测算，综合考虑过渡期的
主要任务和特点确定分配因素及权
重，明确衔接资金安排向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及新疆、西藏倾斜，并
要求各省份分配资金时统筹兼顾脱
贫县和非贫困县实际情况，推动均衡
发展。

办法附件列出五项任务的具体
测算指标。五项任务指的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以
工代赈任务、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欠
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欠发达
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在资金使用上，办法指出，坚持
下放权限和强化管理相结合，将衔接
资金项目审批权限继续下放到县级，

并赋予更大自主权，明确县级可统筹
安排不超过30%的到县衔接资金，支
持非贫困村发展产业、补齐必要的基
础设施短板和县级乡村振兴规划相
关项目。

与此同时，办法明确，衔接资金
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无关的
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
及通信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发放各
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
垫资等。

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在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管理
等工作中，存在违反办法规定，以及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
国家机关处理。

六部门联合发文：

1500多亿元乡村振兴资金这样用

新华社上海3月31日电（记者 朱
翃、周万里）新修订的《上海市实有人
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于4月1日起
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规定进一步明确
了实有人口范畴、丰富了信息采集方
式。其中，来沪停留超过24小时的人
员将纳入服务管理。

新规定在原基础上将短暂来沪停
留的人员纳入服务管理，包括来沪就
医、就学、旅游、公务活动、探亲访友等
停留超过24小时的人员。同时，规定
进一步丰富了实有人口信息采集方
式，在现行由社区综合协管员上门采
集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新增通过“一
网通办”平台自主填报的便捷方式。

为方便市民自主填报，上海市公
安局会同大数据中心在“一网通办”平
台推出“实有人口信息自主填报”服
务。填报人在登录“随申办市民云”、
微信或支付宝“随申办”小程序后，按
照要求填报提交相关信息，即可完成
网上填报流程。

规定还明确将用人单位、职业中
介、房地产中介等服务机构聘用来沪
人员或者提供相关服务时所采集的人
口信息，以及旅馆业及其他住宿服务
中采集的有关信息纳入实有人口信息
范畴，要求经营者自行通过平台登记
相关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等信息，提
高采集效率。

上海市公安局在“一网通办”平
台、“上海公安人口管理”微信公众号
上添加了“单位自主填报”模块。持有

“法人一证通”的单位，可通过平台批
量导入或逐个新增单位员工信息。对
于未持有“法人一证通”的单位，单位
负责人可在公众号平台上进行“实名
认证”，自主填报单位和员工信息。

今起，
短暂到沪停留人员
将纳入服务管理

据新华社南京3月31日电（记者
沈汝发、徐壮）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315万人，
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3万余例，
捐献器官9.9万余个，成功挽救了近10
万个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这是31日于南京举行的“生命的
乐章——2021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
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上，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发布的信息。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梁惠玲说，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是
挽救垂危生命、弘扬人间大爱、彰显社
会文明进步的高尚事业。为缅怀和纪
念人体器官捐献者，进一步推动器官
捐献事业发展，全国各地已建成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147
处。

本次活动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江苏省红十
字会、南京市红十字会承办。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和部分捐献
者家属、移植受者、协调员、志愿者、移
植医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活动。

我国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已3.3万余例

受近期国际油价跌势频现影响，
3月31日国内成品油价迎来2021年
以来的首次下调，跨年“九连涨”终被
打断。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息显
示，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2021年3月31日24时起，国内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25元和220
元。这意味着国内成品油价自2020
年 11月中旬以来的“九连涨”终于止
步，同时这也是2021年国内成品油价
迎来的首次下调。

本轮调价周期内变化率呈现负
向波动，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高青

翠认为，本计价周期以来，尽管苏伊
士运河堵塞助长油价短暂反弹，但受
欧洲疫苗接种缓慢，且新冠病毒变异
引发业者对原油需求担忧，同时美国
原油库存连续数周增长等因素影响，
国际油价冲高回落。

根据本次调价幅度计算，折合92
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0号柴油每
升下调0.19元。本轮调价后，全国大
多数地区车用柴油价格在每升6.4元
至6.5元，92号汽油零售价格在每升
6.4元至6.6元。

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雯雯
表示，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
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

油将少花9元；按市区百公里耗油7
升至8升的车型，平均每行驶1000公
里费用减少13元至15元。而对满载
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
每行驶1000公里，燃油费用减少76
元左右。

“终于降了！”一位小型航运公司
负责人史先生表示，公司共有6艘在
长江上进行货物运输的船只，每条船
运输 800 公里需要用油 10 吨左右，

“‘九连涨’之后这段路程的油价成本
大概增加了1万元，还好是在去年较
低的油价基础上增长的，目前我们企
业利润还维持在正常水平。”

（新华社上海3月31日电）

国内成品油价“九连涨”后迎首降
车主加满一箱油少花9元

3月31日，医护人员在瑞丽市勐卯镇勐卯村一检测点采样。
3月31日，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自

当日8时起，全面开展市区全员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检测费用由政府
承担。3月30日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例，均在瑞丽市。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云南瑞丽市区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