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S321 滕州市种寨南至滕州邹城界
路面改造工程施工，为确保交通安全和施
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等有关法律规定，施工期间 S321 滕州市
种寨南至滕州邹城界路面改造工程实行封
闭施工。

交通封闭路段：施工起点一级路段
（K57+845-K58+924)采用分路段“半幅
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施工。二级路

段 （K58+924-K77+206)采用“全幅封
闭”施工，实行分段全幅封闭，分段施工。

交通封闭时间：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年8月28日。

请过往车辆按照绕行路线通行，施工
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枣庄市公路和地方铁路事业发展中心

枣庄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27日

关于S321滕州市种寨南至滕州邹城界路面改造工程施工交通封闭的通告
杨小卫、谢静：

根据我行与张永锋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杨小卫在我行的不良贷款
本金799487.57元及相应利息 （包
括主、从债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已
全部转让给张永锋,请自公告之日
起向买受人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
知。
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5年

4月9日10:00在鲁振通平台依现
状公开拍卖：

1. 位于青檀北路枣庄市建筑
材料公司综合楼东部门市房，6年
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约 825m2，
起拍价：220000.00元/年；

2. 位于青檀北路枣庄市建筑
材料公司综合楼西部门市房3处，
1 年 租 赁 使 用 权 ，建 筑 面 积 约

96m2—144m2，起拍价：52800.00
元/年—79200.00元/年。

标的物展示：自公告之日起
至拍卖会前一日12时在标的物所
在地现场展样，竞买人请提前联
系拍卖公司预约看样。

竞买登记：有意竞买者应于拍
卖会前到我公司凭有效证件交纳
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拍卖
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联 系 电 话 ： 15506321955/
18613668612

公司地址：枣庄市市中区人
民西路9号

山东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我公司拟在滕州市经济开发区益康大道3288号益康药业现有厂区内建设
原料药车间改建项目，已完成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将
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示。具体文本可通过下述链接获取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E-l6fE5U_QrW4Qcd1LoA；提取
码：4ye8；纸质版报告可至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假如您对该项目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填写相关建议和意见后，通
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我公司反馈。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本
项目周边5km范围内的居民、学校、医院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联系人：籍
经理；联系电话：18863223379；电子邮箱：382174742@qq.com。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车间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袁传军不慎

将由枣庄市薛城区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公司开具的东小花
园 3#—1—23 房款
及 29#储藏室款收
款收据丢失，收款
收 据 编 号 为 ：
1005381,开具日期
为：2020年10月13
日，金额为：柒拾玖
万柒仟捌佰叁拾元
整（￥797830.00），
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在峄城区冠世榴园大理峪石榴产

业融合创新园开展项目，现已完成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将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

事项向公众公告，具体公示文本可通过下述联

系方式索取。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

本项目周边的居民、学校、医院及相关企事业

单位等。公示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联 系 人 ： 刘 强 ， 联 系 电 话 ： 0632-

5768678；电子邮箱：891606903@qq.com。

公示单位：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

有限公司华北鲁皖分公司

鲁皖成品油管道枣庄市峄城
区冠世榴园大理峪石榴产业
融合创新园项目迁改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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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
施方案》全文如下。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在耕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
手。为推动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提高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为首要任务，完善高标准
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优化建设布局，明确
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做到新建和改造并
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真正把
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
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进一
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主要目标是：到 2030 年，力争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13.5亿亩，累计改造提升2.8亿亩，统
筹规划、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8000万亩；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
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
改造提升4.55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3
亿亩。

二、建设安排

（一）建设标准。以“一平”（田块平整）、“两
通”（通水通路）、“三提升”（提升地力、产量、效
益）为基本标准，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国家标准突
出旱涝保收、抗灾减灾、产能提升等基础性、通
用性要求，省级层面细化制定田块整治、灌排设
施、田间道路、地力提升等具体要求，市县级层
面制定简便易行、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实施细
则，形成层次分明、上下衔接、务实管用的标准
体系。

（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
治理，将建设重点放在田内。新建项目优先开
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和电力设
施配套等基础建设，着力提高农田保水保土保
肥能力、抵御旱涝灾害能力、机械化耕作便捷水
平；改造提升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补
齐田间设施短板弱项。通过客土填充、表土剥
离回填等措施平整土地，合理调整农田地表坡
降，改善农田耕作层。结合日常农业生产加强

土壤改良培肥，切实提高耕地地力。因害设防，
合理采取岸坡防护、防风防沙等工程措施，提高
农田防护和水土保持能力。鼓励高标准农田经
营主体自主推进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墒情虫
情自动监测、智慧气象服务等信息化建设。

（三）建设布局。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
布局和时序安排，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
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
增产潜力大地区开展建设，可不局限于永久基
本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
涂等区域，禁止在25度以上坡耕地、严格管控类
耕地、生态保护红线（红线内集中连片梯田或与
保护对象共生的连片耕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
还湖还牧区域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有条
件地区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四）建设分区。依据区域资源禀赋、耕作
制度和行政区划等，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分
为 7 个区域。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以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
呼伦贝尔市4盟（市），重点加快完善农田灌排设
施，加强田块整治和黑土地保护。黄淮海区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5省（直辖市），重
点着力提高灌溉保证率，完善现代化耕作条
件。长江中下游区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6省（直辖市），重点突出田间设施现
代化配套升级，开展旱、涝、渍综合治理。东南
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海南4省，重点在尊重
农民意愿前提下逐步改善田块细碎化问题，增
强农田防御暴雨能力。西南区包括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5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加
强水平梯田改造建设，完善田间道路，补齐工程
性缺水短板。西北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省（自治区），
以及内蒙古中西部 8 盟（市），重点加强田块整
治，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破解“卡脖子”旱问题。
青藏区包括西藏、青海2省（自治区），重点完善
农田防护设施，改善机械化作业条件。各地要
细化建设分区，分类施策，针对性破解农田生产
障碍因素。

（五）分级规划。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
规划方案体系，指导有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国家制定总体规划方案，强化战略部署，农
业农村部依据本方案制定分区分类建设指南。
省级出台本区域规划方案，细化建设空间布局、
时序安排、建设标准和保障措施，分解落实建设
任务，并抄送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市县级以县域为单
元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待建任务、建设内容
和工作进度安排。

三、建设管理

（六）项目实施。各地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储备，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坚持申

报和下达相结合，科学合理确定、统一分解下达
年度目标任务。规范项目建设程序，提高项目
审批效率，避免重复审批、多头审批。严格落实
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
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落实工程质量管理属
地责任，严把选址、立项、招标投标、建材、施工
等各环节关口，严肃查处偷工减料、工程造假等
质量问题以及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严
格农田建设相关单位资质条件要求，限制有违
法违规失信行为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参与。

（七）资金监管。各地要根据预算管理、财
政国库管理等制度规定，严格按时限分解下达
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合理调度库款，依据合同
约定和项目建设进度支付，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加强资金日常监管、预警监控、专项核查，
对预算下达不及时、未按项目建设进度支付等
问题，及时提醒和纠正，坚决防止出现以拨代
支、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在县级财政部门或乡镇的国库单一
账户下设置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门子账户，
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账清算，真正把资
金用到耕地上。

（八）竣工验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要及
时完工并组织竣工验收。严格验收环节质量控
制，落实县级初验、市级验收、省级抽验程序，将
是否符合项目设计要求、能否有效提升旱涝保
收能力和粮食产能以及试用结果、群众满意度
等作为验收的重要依据。项目验收后，及时明
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原则上
归项目区土地所有者所有。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档案管理。

（九）全程监督。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检验体系。建立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例
行检查制度，国家和省级开展常态化抽检，及时
公布抽检结果，通报典型问题。完善监督机制，
强化纪检、督查、审计、农民群众和媒体监督，用
好工程质量监督服务电话、“农田建设随手拍”
小程序等监督手段。依托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
测监管平台，及时将项目立项、实施、验收、使用
等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强化全流程监
管。加强农田建设行业管理服务，引导从业主
体依法成立行业协会等服务和自律组织。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从业机构信用评价，加大违规
失信行为惩戒力度。推动健全农田建设相关法
律法规制度体系。

四、运营管护

（十）运营管护主体。分级压实高标准农田
属地运营管护责任，明确运营管护内容和标
准。对于公共设施，县级政府要定期组织开展
检查和维护，相关行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
对灌溉排水、输配电等工程设施运营管护的监
管和指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按照责权一致、

责能一致原则，在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中，明
确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方面的履职事项。对于
田间地头日常使用率高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支持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通过自主投工筹资、
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日常运营管护。加强对运
营管护人员的技术指导、培训服务和监督管理。

（十一）运营管护模式。各地可结合实际探
索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模式。鼓励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或委托行业机构等方式，对水闸、泵站、
电力设施等技术性较强的设施设备进行专业化
维护。鼓励开展工程质量保险，支持承保机构
组织专业力量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主体进行监
督，防范工程质量风险，及时理赔解决工程运营
管护问题。

（十二）保护利用。严格保护高标准农田，
严禁擅自占用；经依法批准允许占用的，各地要
及时落实补建，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损毁高标准农田设施，对
因灾损毁的高标准农田，纳入年度改造提升建
设任务及时修复或补建。加强农田后续培肥和
质量监测，防止地力下降。严禁将污水、生活垃
圾、工业废弃物等排放、倾倒、存放到农田。

五、政策协同

（十三）永久基本农田补划调整。严格落实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规则，完善补划、调整程序。
对资源禀赋好、生产潜能大、不在永久基本农田
范围内耕地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按要求及时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对不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
立项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暂缓开展建设。结
合国土空间规划评估调整，依法将不符合划定
要求的地块调出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区因配套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需少量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前后项目区内耕地面积
原则上不得减少，确需少量减少的，由县级政府
组织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并由其
自然资源部门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加强信息
共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按农用地管理的
农田基础设施不纳入用地审批范围。

（十四）水资源配套。统筹实施高标准农田
和灌区建设。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以水定
地，合理确定灌溉发展规模及布局，与水资源承
载能力相适应。科学有序推进不同类型水源工
程建设，强化田间工程与水源工程、骨干水利工
程配套。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现代
化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一批现
代化灌区。全面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提升农田灌溉排涝能力。

（十五）资金投入。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运营管护多元化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共
同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省级政府
承担地方投入主要责任。允许安排地方政府债
券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政府

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的前提下，探索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有序
引导金融、社会投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投
入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加强信贷资金支持农田建设。发挥
地方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多渠道筹措运营管护
经费。

六、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持和加强
党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领导，实行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
制。中央层面加强制度设计、总体规划、通用
标准确定、投入安排、指导监督等宏观管理工
作，省级政府对目标任务落实、资金筹措、建
设进度、工程质量、运营管护等负总责，市地
级政府对项目实施进度、工程质量、竣工验
收、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主要监管责任，
县级政府对项目实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
运营管护等负主体责任。

（十七）各方协同，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统
一”（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
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要求，农业农
村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跟踪评估，相关部
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推进各项任务落实。着眼提
高建设整体效能，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
探索推进项目设计、实施、运营、管护一体化。
引进和推广农田建设先进实用技术，加强与农
机农艺技术集成应用。在水体氮、磷等污染突
出区域，统筹实施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项目，促进
农田退水循环利用。在风沙危害地区，深入实
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推行大网格农
田林网建设，促进农田稳产高产。

（十八）群众参与，可感可及。积极引导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群众
等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管护，落实农民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项目选址、设计等
前期工作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确保建设内容
符合实际。鼓励农民对建材进场、日常施工、隐
蔽工程验收、监理履行职责等进行监督。

（十九）动态跟踪，分级评价。健全定期调
度、分析研判、通报约谈、奖优罚劣的任务落实
机制。各地依据高标准农田评价规范等国家标
准，定期组织开展已验收的高标准农田分类分
级评价，对不符合要求的不能认定为高标准农
田。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全周期责任倒查
和终身追责机制，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实落地。

（二十） 正风肃纪，防范风险。坚决纠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紧盯损
害农民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事项，强化对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弄虚作假等行为，
切实防范廉洁风险。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3月29日，小朋友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桃花园里玩
耍。

春日里，人们来到户外，赏花游玩，乐享美好春光。
新华社发（孙中喆 摄）

三月春光美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纵深推进作
风建设。改作风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形
成好的文风会风话风是检视作风建设成
效的重要标尺，更是持续改作风的题中
之义。改作风和改文风会风话风要一体
推进、相互促进。

文章怎么写，会怎么开，话怎么说，都

直接映射党员干部作风状况，直接关乎党
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早在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之初，党中央就对精文简会等
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以上率下作出了示
范，树立了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就要时时对标对表，在改文风
会风话风上绵绵用力，以群众看得见的变
化体现作风建设新成效。

文风改什么？改掉晦涩难懂的语言，
改掉言之无物的内容，改掉动辄穿靴戴帽
的风格，改掉长篇累牍的形式，改掉居高
临下的说教。文章不写半句空，文件不注

一点水，语言朴实平实，内容开门见山，干
部群众才能读得懂，看得明白。

会风改什么？改掉“马拉松式”会议，
改掉开会“轮流念稿”，改掉层层陪会，改
掉为开会而开会，改掉重形式无内容的
会。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让干部
腾出精力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话风改什么？改掉推诿扯皮，改掉官
腔官调，改掉溜须拍马，改掉车轱辘话。
多说大白话，敢讲真心话，坚决摒弃“正确
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

文风会风话风中的一些不良习气，根

子是作风不严不实。没有真正沉到一线
了解民情，就写不出有思想有温度的好文
章；没有奔着问题去的认真劲，就容易陷
入“以会议贯彻会议”的怪圈；没有主动和
群众掏心窝子，话就说不到老百姓的心坎
里。改文风会风话风，说到底就是要改作
风、戒虚功。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以学
习教育为契机，从党员干部思想源头抓起，
锻造过硬作风，讲实干、谋实绩，“短实新”
的文风、“干实事”的会风、“接地气”的话风
就会蔚然成风。（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改文风会风话风是改作风题中之义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刘佳敏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春雨贵如油，前些天的雨来得正是
时候，土壤墒情好，麦苗长得更壮实
了。”说话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左营
镇种粮大户王斌蹲下身，查看麦苗、墒
情，对丰收充满了信心。

王斌是当地有名的种粮能手。“今年种
了3000多亩小麦，预计亩产能达到700公
斤。”他说，近年来他不仅引进先进的农机设
备，还采用无人机巡田、智能监测等新技术，
实现了精准施肥和病虫害防治。“以前种地靠
天吃饭，现在靠科技吃饭，效率高多了！”

黄河岸边，不仅传统种植焕发新生，更

催生出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等多元业态，吸引
越来越多的“归雁”返乡创业。

今年 23 岁的张旷源正是其中一员。
几年前，在外打工的他回到家乡菏泽市东
明县，在沙窝镇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养起了
黄河鲤鱼，准备在特色养殖业上大展拳
脚。“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回来搞特色
养殖，这个方向错不了。”张旷源说。

走进养殖场，一尾尾金鳞赤尾、活蹦乱
跳的黄河鲤鱼在阳光下闪着光芒。“我们养殖
的黄河鲤品种优良，不仅体态美，肉质也鲜美
细腻，根本不愁卖。”张旷源说，目前公司打造

的黄河鲤鱼循环养殖基地占地约1200亩，
已经投放约14万尾鱼苗。

水中鲤鱼满塘，岸边果园也一片繁
忙。眼下正值大棚葡萄管理关键期，在菏
泽市郓城县黄集镇曹洼精品葡萄采摘园
内，工人们正在对葡萄树进行修剪、拉枝
等管护工作。走进葡萄园区，湿热的空气
扑面而来，一株株葡萄秧萌芽展叶，串串
嫩绿的果实圆润。一位正在劳作的果农
说：“在这里工作既能照顾家，又不耽误
自家田里的农活，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季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在济南市

长清区孝里街道的广袤田野上，3万亩育种
基地内绿意盎然，山东盛禾种业有限公司的
技术人员耿洁穿梭田间，指导种植大户科学
灌溉、精准施肥。作为黄河滩区迁建后的重
要产业布局，孝里街道5.6万亩滩区耕地中
已有3.1万亩实现规模化育种合作，亩均增
收约150元。

从智慧农田到生态养殖，从农旅融合到
集约经营，黄河岸畔的“春日进行曲”正澎湃
奏响。站在黄河岸边的田野上，王斌望着成
片的麦田，眼中满是希望：“只要肯干，一定能
有更大收获！”（新华社济南3月30日电）

山东：黄河岸畔奏响农业“春日进行曲”
新华社记者 刘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