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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1.今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新特点
按照农业部“缩范围、控定额、促敞开”补

贴工作思路和绿色生态导向，落实省委、省政
府“四优四化”要求，今年我省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种类缩减为 10 大类 26 小类 55 个品
目。各地可结合实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
减范围，突出重点。

2.今年补贴实施方式和补贴标准
鉴于市场价格具有波动性，在政策实际

执行过程中，为防止个别产品补贴标准过高，
我省今年对同类同档机具在省域内实行限额
与比例双控，即实际补贴额度不高于30%的
产品，按照定额进行补贴；实际补贴额度超过
30%的产品，则按照该产品市场售价的30%
进行补贴（取整到十位）。

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对〈2015—
2017年全国通用类农业机械中央财政资金
最高补贴额一览表〉进行调整的通知》（农办
机〔2015〕29号）及《河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5—2017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豫农机计文〔2015〕17号）要求，根据上年补
贴 执 行 情
况 ，综 合 分
析机具市场

价格变化、补贴资金需求等因素，2017年我
省对部分机具补贴额度进行了调整，并在“河
南农机信息网”进行了信息公开。

3.今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
我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相对往年有所

减少，中央财政安排给我市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 6321 万元（其中宜阳 906 万元），覆盖全
市所有县（市）区。目前，补贴资金已下拨至
各县（市）区。我市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
瀍河区、高新区由孟津县代为实施，龙门管
委会由伊川县代为实施，伊滨区由偃师市代
为实施。

4.今年农机购置补贴重点
各县（市）区在补贴资金额度内，重点对

深松机、免耕播种机、秸秆粉碎还田机、秸秆

捡拾压捆机（含压捆机）、玉米收获机、水稻插
秧机、薯类收获机、花生收获机、粮食烘干机
和高效植保、节水灌溉、高效施肥、残膜回收、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等支持绿色发展的机具实行敞开补贴。

5.优先补贴对象的确定
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申请补贴对象较多而
补贴资金不足时，要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确定。对已经报废老旧农机并取得拆解回
收证明的补贴对象，可优先补贴。对每一类
补贴对象年度内享受补贴购置农机具的台

（套）数或享受补贴资金总额应设置上限，由
各县（市）区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6.补贴资金的结算

今年补贴资金结算实行“县级结算、直补
到卡（户）”的结算方式。县级农机管理部门
在已确认购机对象提交购机补贴手续后1个
月内，要及时认真审核在确认无误后，分期分
批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结算申请，
并对所提供材料的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农机管理部门提供的
审核意见及有关材料，在1个月内将补贴资
金拨付到县级承办金融机构，同时将农机补
贴核实结果表分别抄送县级承办金融机构及
乡镇财政所。乡镇财政所会同承办金融机构
在7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存入购机对象的
补贴存款卡（折）。

7.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监管
严格按照《洛阳市农业机械管理局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监督检查方案》（洛农机
〔2017〕41号）履行监管职责，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监
管。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对存有具体违规线
索或发生违规问题的产销企业，所在市、县
农机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
改等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逐级报
省农机局。省农机局将视调查情况和市、县
级农机管理部门处理建议，采取约谈告诫、
限期整改、暂停补贴、取消补贴资格及列入
黑名单等惩处措施，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布。 （许静 尚江涛）

为确保我省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开、规范、
高效、廉洁实施，根据河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河南省财
政厅《关于做好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通知》（豫

农机计文〔2017〕35号）文件，今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正
式启动。昨日，市农机局、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就我市
2017年农机购置相关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读

洛阳市农机局：63935033，偃师市
农 机 局 ：67712777，孟 津 县 农 机 局 ：
67938511，新安县农机局：67290852，
汝阳县农机局：68258700，嵩县农机局：
66312433，宜阳县农机局：68883723，洛
宁县农机局：66220868，伊川县农机局：
80858158，栾川县农机局：66822465，
洛龙区农机局：65156057，吉利区农办：
66952199。

洛阳市、县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咨询电话

今年我市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明
确，全年扶持1.16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创
建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 1 个（孟津
县），培育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1个

（宜阳县）。时下，河洛大地掀起了农民工
返乡创业热潮。

一人创业 致富一方

近日，孟津县送庄镇一家农场的樱桃
树上硕果累累，果农们穿梭其间，熟练地摘
下一串串红里透紫的樱桃。“现在，樱桃和
西瓜长势喜人，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该
农场负责人蔡玉良说，他原来在外打工，5
年前返乡创办了生态农业采摘观光园，吸
收当地 300 多人就业，每年使农民户均增

收5000多元。
近年，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农

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农民工返乡
创业带来了更多机遇。农民工返乡创办企
业，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容量较大、门槛较
低的就业渠道，有助于他们在家门口就业，
同时加速了由“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
法效应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效
应转变。

今年第一季度，我市有 401 名农民工
返乡创业，创办企业229家，吸纳农村劳动
力就业6025名。

筑巢引凤归 创业梦可期

在伊川县平等乡马庄村平菇基地，种
植大棚排列得错落有致，大
大小小的平菇如花盛开。
该基地创始人王建民自豪
地说：“返乡创业这些年来，
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我的

平菇先后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远销郑州、北京等地。”

近年，我市把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
的重要内容，以亲情乡情感召，以优惠政策
吸引，千方百计引凤还巢。今年3月，我市
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
意见》，力争解决返乡农民工在项目立项、
企业选址、用地审批、用工、融资等方面的
困难。

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进基层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基本实现市、县、乡
三级全部联通，创业服务、农民工服务等重
点业务模块上线运行；依托涉农院校、农业
龙头企业，建立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

产业集聚“创”出未来

伊滨区庞村镇拥有大大小小的钢制家
具企业 300 余家，钢制家具占领了国内市
场的半壁江山，而 4 万多名从业人员皆为
农民及返乡农民工。

近年，我市通过集聚发展引导农民工
返乡创业，积极打造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不断提升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增强了农民工办企业的竞争力。目前，形
成了伊滨区钢制家具、偃师市鞋帽、栾川县
旅游、孟津县猪牛羊养殖和蔬菜种植等集
聚产业。

我市鼓励各县（市）区依托产业集聚区
及闲置厂房等存量资源，建立创业示范基
地，发展返乡创业园区，对进驻产业集聚区
的返乡农民工，积极协调落实税费、租金减
免和小额信贷等优惠政策。例如，宜阳县
依托县培训中心建立了农民工返乡创业
园，其中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 22 家，占园
区企业数量一半以上……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
优化创业服务，加强创业保障，全面激发农
民工返乡创业热情，使有创业愿望的农民
工能创业、创成业，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
就业，“创”出集聚发展的新动能。

本报记者 姜明明 特约通讯员 李帆

农民工返乡创业走上“快车道”

刚刚进入小满节气，就有雨水送清凉。昨
日下午，受高空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
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
区伴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市气象台先后
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蓝色预警
信号。昨日17时，市区最高气温降至25℃，大
家总算可以松口气享受清凉了。

截至昨日 18 时，各观测站雨量为：嵩县
26.1 毫米、洛宁 25.6 毫米、宜阳 7.3 毫米、孟津
4.3毫米、市区4.3毫米、伊川2.9毫米、新安1.7
毫米、栾川1.0毫米，偃师、汝阳微量。在乡镇雨
量站中，雨量最大的为洛宁神灵寨 44.0 毫米，
25毫米以上有11个站，主要分布在洛宁、宜阳、
栾川、孟津。

气象专家表示，这场降雨十分及时，不仅
浇灭了5 月中旬以来持续攀升的高温，还对改
善干旱地区的土壤墒情、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
级非常有利。不过，待雨一停，气温又将“嗖
嗖”地升上去，从周四开始最高温又会回升到
30℃以上。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市降水量正常，
平均气温正常，周极端最高气温市区 34℃左
右，西南部山区 31℃左右。周中后期冷空气
活动减弱，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气温逐渐
回升。

具体预报为：明天全区晴天间多云，气
温 16℃到 29℃；周四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五多云间晴天；周六多
云到晴天；周日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禹东晖

雨水来去匆匆
本周仍多晴天

随着旅游市场日益升温，近年，个别不法分
子以投资旅游项目为名，承诺高额回报引诱消
费者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投资者对此应提高警
惕，谨防上当受骗。

今年56岁的孙女士家住涧西区，退休后喜
欢和朋友们外出旅游。2015年年底，她接到一
个推销电话，对方自称某投资公司的理财顾问，
该公司在外地开发的旅游项目正在高息吸引投
资，投资者最低投资 1 万元，每季度就能获得
15%的分红，该公司每年还免费组织投资者外
出旅游。孙女士通过该公司到现场进行考察
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资了 1 万元。三个月
后，她如期拿到了利息。见到返利兑现，孙女士
放松了警惕，又投入了 3 万元。但又过了三个
月，这个所谓的投资公司突然消失了。

我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表示，近年，旅
游消费的需求和热情不断提升，个别不法分子
便打着旅游项目投资的旗号进行非法集资活
动，其所谓的旅游项目只是一个设想和规划，即
使项目存在，受到管理、资金等多方因素影响，
也未必一定赢利，更何况实现暴利。

谢亮表示，非法集资行骗无一不经过画
饼、造势、吸金等环节，即承诺高额回报、虚构
或夸大投资项目、虚假宣传造势等，让投资者
一步步落入陷阱，不能自拔。他建议，遇到陌
生人宣传所谓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一
定要谨慎小心。首先，可对照银行贷款利率
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利率，在多数情况下，
明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是投资陷阱。其
次，还可通过查询工商、税务等相关资料，看
主体身份是否合法、真实，避免落入非法集资
陷阱。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旅游项目“高收益”？
当心陷阱！

“今年高考化学试题，仍以教材中的基
础知识和主干知识为主，突出学科特点，在
立意和设问上力求创新，考查考生应用化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洛阳市第二
中学化学教师武娟预测。

具体而言，武娟说，今年的化学高考试
题将注重化学学科知识与生活、生产、环境
保护、科技发展应用的关联，考查有机物的
性质及合成、化学实验基础与物质制备等
综合应用、元素周期表和周期律、电化学及
电解质溶液等理论知识；增强从图像或图
表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学会利用信息、整合
信息，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最后冲刺阶段，考生要注意以下几点：
■ 一是回归课本，梳理基本知识，

构建知识网络。考生要认真阅读课本，系
统梳理化学基础知识，加强对化学基本概
念、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对照课本，通过
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掌握原理和规律的
本质，通过分析比较，横向、纵向、多角度
辨析，找出知识点的相互联系，归纳总结，
构建知识网络。

■ 二是查缺补漏，弥补弱项，夯实
基础知识。考生对高考常考的知识点、
热点要做到心中有数，狠抓基础知识及
时查缺补漏，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知识
盲点，强化薄弱点。把自己做过的错题
再看一遍，避免再做题时犯相同的错误；
对做对的典型题，看自己当时是用哪种
方法做对此题，注重做题的思路，从什么

角度、需要哪些知识答题才能得到高分
或满分，力争保持自己的优势，弥补弱
势，夯实基础知识。

■ 三是认真审题，规范答题，做到
卷面干净。强化审题能力的训练，在看到
新情境题或没有学过的知识时，找出题中
的关键字、词语、条件，仔细阅读、认真审
题，答案往往就在题目中，用规范的化学语
言，科学的化学术语，准确无误解答；回答
语言描述的填空题，注意文字叙述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向认真、仔细审题要分数，向
规范答题尤其是规范书写要分数，减少失
分就是多得一分，保证该得的分都得到。

■ 四是关注考纲和考试说明，明确
答题技巧。考纲和考试说明是高考命题

的依据，是最后备考的指南针，可提升复
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考生要根据考试
说明上的例题，做一些难度适中、题型接
近的高考真题，并限时完成，体会答题思
路，明确答题技巧，突破难点，总结方法，
放弃偏题、难题等。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高考化学：试题稳中求变 突出能力考查

记者昨日从市统计局获悉，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农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627 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393 元，同比增长 17.6%。其
中，食品消费支出居首位，生活用品及
服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
长较快。

随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和就业范围日
益扩大，加之物价的上涨及农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农民人均
食品消费支出66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1元，增长13.8%。

居住消费仅次于食品消费。随着美
丽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
民家庭追求宽敞、明亮的住房，部分率先
富裕起来的农户住房已向楼房式、庭院
式、花园式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594元，同比
增长16.3%。

我市农民在穿着方面逐渐向城市
居民看齐，衣着消费逐渐增多，呈现时
尚化、个性化、成衣化趋势。今年第一
季度，全 市 农 民 人 均 衣 着 消 费 支 出
31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9 元，同比
增长14.2%。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
品及服务消费显著增长。越来越多的
现代工业产品走进农村，高档厨具、冰
箱、电饭锅、微波炉等已进入寻常百姓
家。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农民人均生活
用 品 及 服 务 支 出 248 元 ，同 比 增 长
38.4％。

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与
外界环境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农民对
交通工具及信息的需求不断提高，交通
和通信消费热度不减，手机、电动自行车
等物品已经成为农民的重要工具。今年
第一季度，全市农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支
出388元，同比增长21.6%。

在吃、穿、住、用得到极大改善后，农
村居民越来越注重对教育的投资和对文
化生活的改善，农民学文化、学技术意识
增强。今年第一季度，农民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消费支出为 233 元，同比增长
24.7%。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李书阁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27元，同比增长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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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2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3元
增长17.6%

● 其中，食品消费人均支出663元 同比增长13.8%
● 居住消费人均支出594元 同比增长16.3%
● 衣着消费人均支出314元 同比增长14.2%
● 生活用品及服务人均支出248元 同比增长38.4%
● 交通和通信人均支出388元 同比增长21.6%
● 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支出为233元 同比增长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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