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江西发布《关于“提高

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落实 2024 年江西民生实事

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将进一步提

高全省城乡低保对象保障标准和财

政补差水平，同步提高城乡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和照料护理补贴。

《实施方案》明确，今年6月底前该项

民生实事将落实到位。

据了解，《实施方案》中明确的

对象为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各类人群补贴标

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将

城乡低保户月人均保障标准提高50
元，达到 935元，财政月人均补差水

平提高 35元，达到 605元；将农村低

保户月人均保障标准提高 55元，达

到715元，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提高

40元，达到480元。

将城镇特困人员和农村特困失

能、半失能人员供养标准提高70元，

达到每人每月 1220 元；将农村特困

自理人员供养标准提高 70元，达到

每人每月930元。

此外，将特困失能人员照料护

理补贴标准提高 120 元，达到每人

每月 1500 元；将特困半失能人员照

料护理补贴标准提高 25元，达到每

人每月 375 元；特困全自理人员照

料护理补贴标准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落实。

据悉，今年 6月底前，我省各设

区市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提标

提补配套文件，提高城乡低保对象

保障标准和财政补差水平、城乡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补贴，各县区做好提标提补

工作落实。

江西低保对象等
困难群众保障标准提高

城乡低保户月人均保障标准提至935元
今年6月底前落实到位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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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财政厅下达资金1亿元，

对2023年度市县财政高质量发展先进市

县予以奖励，激励其进一步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持续推动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2023年度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

绩效考核中财政管理工作指标评分情

况，对评价得分前6位的南昌市、赣州市、

抚州市、上饶市、宜春市、吉安市以及评

价得分前 50 位的永修县、芦溪县、万安

县、新余市渝水区、南昌市青山湖区等县

（市、区）给予奖励。其中，设区市级一等

奖奖励 500万元，县（市、区）级一等奖奖

励300万元。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江西下发1亿元奖励高质量发展先进市县

吉安：

锚定“三区”建设
打好“十大攻坚战”
3月20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

在前、勇争先、善作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新闻发布会之锚定‘三区’建设、打好

‘十大攻坚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吉安篇章新闻发布会”。

吉安市委书记罗文江在会上介
绍，吉安市锚定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全省共富共享美好生活
实践区、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开
展了一系列外联、内谋工作，重点打好
培育壮大千亿产业集群、农业标准化
规模化品牌化提升等“十大攻坚战”。

罗文江表示，去年10月份“十大攻
坚战”打响以来，吉安全市上下闻令而
动、排难而进，呈现出“氛围浓厚、战果
初显、影响提升”的态势。有的攻坚战
突破了一些重点，比如在农业“三化”
提升攻坚战中，“井冈山”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成功入围中国区域农业形象
品牌百强榜。

有的攻坚战破解了一些难点，比
如在做强做旺中心城区攻坚战中，集
团化办学加快推进，组建了吉安一中、
白鹭洲中学等10个教育集团。

有的攻坚战打通了一些堵点，比如
在招才引智人才集聚攻坚战中，探索建
立了“人才编制池”“一事一议”模式，去
年全市引进本科以上人才1.6万名。

有的攻坚战打造了一些亮点，比
如在“两山”转化突破攻坚战中，在全
省率先实现GEP核算进规划、进考核，
实现“两山”转化平台市县全覆盖；在
党员、干部能力作风提升攻坚战中，在
全省率先建立市委常委会审议案件表
态发言制度，开展“旁听庭审+集体廉
政谈话”警示教育等。

（全媒体记者 李军 章华）

1至2月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11%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戴小
河）国家能源局 3月20日发布的信息显
示，1至2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5316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发电量为14870亿千瓦时。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92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1%；第二产业用电
量 95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第三
产业用电量 28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735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0.5%。

我国成功发射
鹊桥二号中继星

3月 20日 8时 31分，探月工程四期
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升空。鹊桥二号中继星作为探月工程
四期后续任务的“关键一环”，将架设地
月新“鹊桥”，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
任务提供地月间中继通信。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飞行 24分
钟后，星箭分离，将鹊桥二号中继星直
接送入近地点高度 200公里、远地点高
度42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中继
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相继正常展
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后续，鹊桥二号将在地面测控支持
下，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动，进入捕获
轨道，随后经轨道控制后进入调相轨
道，最后进入24小时周期的环月使命轨
道，成为继“鹊桥”中继星之后世界第二
颗在地球轨道以外的专用中继星，为嫦
娥六号月球采样任务提供支持，并接力

“鹊桥”中继星为嫦娥四号提供中继通
信服务。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

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上接01版）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

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
格局。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
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
业布局。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
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
协同发展水平。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
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间
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
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
的内陆开放高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
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全面清理
纠正地方保护行为，推动各种生产力要
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制
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
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
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在联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做

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
部。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加快补齐城镇
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推进产
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
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向农村延伸。进一步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加强乡村环境整治，推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
农富民支持制度，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
增长点。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和欠发达
县（市、区）振兴发展，补齐公共服务短
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防

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大力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推动移风易俗。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
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营造积极健
康的社会生态。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
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高质量推进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进一步提升
煤炭、稀土等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增强煤
炭等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加快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注重传统能源与新能源
多能互补、深度融合。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央区域协调发
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
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研究
提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举
措。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重点工
作任务、重大改革事项落实落地。要巩
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立
健全考核激励制度，激励干部大胆开拓、
担当作为。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领
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把中部地区放到整个国家版图
中、放到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来定位
思考，努力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中部地区要主动对接其他区
域发展战略，积极引进东部地区产业创
新资源，增强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锻长板
补短板，在新型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等
方面发挥优势、释放潜能，推动区域内部
加强合作、整体联动，提升中部地区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不断取得新成效。加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升粮食、
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深化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开放合作，不断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持之以恒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底色。

李干杰、何立峰、吴政隆、穆虹出席
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地方、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