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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

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

权；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

价，增强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针对科研

人员突出关切，大力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

的经费管理规定，更好激励科研人员潜心

钻研。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

政科研经费管理的措施。一是简化预算编

制，将预算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3个。将

设备费等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

单位。对基础研究类和人才类项目推行经

费包干制。二是加大科研人员激励，提高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科研项目经费中

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以上。对数学等

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

高到60%。科研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

于绩效支出。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由单

位缴纳的项目聘用人员社保补助、住房公

积金等纳入劳务费列支。科技成果转化现

金奖励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

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基数。三是

加快项目经费拨付进度，项目任务书签订

后30日内，要将经费拨付至承担单位。项

目完成后，结余资金留归承担单位使用，用

于科研直接支出。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费范

围。四是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支持方式。按

照国家确定的重点和范围，由领衔科学家

自主确定研究课题、科研团队和经费使

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算+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除特殊规定外，财政资金支

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由新型研发

机构依法取得、自主决定转化及推广应

用。五是科研项目由相关方面配备科研财

务助理，提供预算编制、报销等专业化服

务，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相关人力

成本费用可通过项目经费等渠道解决。六

是改进科研经费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依法依规开展审计监督。会议要求，各

相关方面要狠抓上述措施落实，国办加强

督查。

会议指出，通过多措并举稳定生猪生

产，目前生猪产能已从一度出现的严重滑

坡较快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针对当前

供需变化，要遵循经济规律，更多用市场

化方式缓解“猪周期”波动，确保生猪供应

和价格稳定。一要稳定财政、金融、用地

等长效性支持政策，保护生猪养殖场（户）

积极性。对养殖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

不得随意限贷、抽贷、断贷。不得违法违

规扩大禁养区范围。稳定规模猪场存量，

帮扶中小养殖场（户）提升养殖水平。二

要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当能繁

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减少10%以上或生

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3个月时，各地可对

规模养殖场（户）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

三要抓好重大疫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应

急调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 实习记者安宁报道

日前，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

6月启动的全国粮食流通“亮剑2021”专项执

法行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据初步统计，专项

执法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

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0个，给予警告以上行政处

罚30例。其中，警告20例；罚款3例，罚款金额

21万元；警告并处罚款7例，罚款金额59.3万元。

6月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围绕粮

食收购、储存、销售出库等环节，聚焦粮食流通

经营管理活动，将专项执法行动同重点检查考

核工作有机结合，以专项执法行动统领重点检

查考核工作进展，以重点检查考核巩固专项执

法行动成果。组织26个垂直管理局开展了中

央储备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

年度考核，派出工作组对内蒙古等5个省份进

行实地验证；抽调80名检查人员组成7个工作

组，由司级干部带队，选取江苏等7省开展了粮

油库存检查国家部门联合抽查；组织各地开展

夏季粮油收购监督检查，并选择3个小麦主产

区进行了实地督导。通过重点检查考核工作，

着力发现涉粮问题线索，形成问题清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0日，各地共梳

理涉粮重点问题线索220件，显著提高了专项

执法行动的针对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执

法督查局局长钟海涛告诉记者。

钟海涛表示，目前，各地正对发现的有关重

点问题线索进行查处。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等地粮食和储备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严肃查

处了拖欠售粮款、未按照规定使用仓储设施、提

供虚假备案信息、违反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

定等一批涉粮案件，有效震慑了违法违规行为，

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钟海涛透露，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将采取重点抽查、全面督导的方式，选取重点

地区开展督查督导，对行动迟缓、贯彻落实专项

执法行动不力的省份和单位提出意见，责令整

改，全面推动专项执法行动顺利进行。7月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举办了2021年度粮

食执法督查政策业务视频培训，着力提高执法

督查人员政策业务能力水平，为专项执法行动

取得预期效果奠定基础。

全国粮食流通“亮剑2021”
专项执法强势开局
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0个，

给予警告以上行政处罚30例

我国成功发射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一天绘一号号0404星星
7月29日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一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 实习记者安宁

报道 近日，国家发改委、司法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

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

导各地进一步规范公证服务价格。《意

见》提出，到2022年，公证服务价格形成

机制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更加合

理，偏高的价格标准明显降低；到2025

年底，科学高效、规范透明的公证服务价

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对公

证服务价格的满意度显著提升。

近年来，随着房产价值的不断攀升，

部分与居民房产相关的公证服务收费上

涨较快，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天价”收

费现象，一套价值1000万元的房产，办

理公证要收费4万多元，引起社会质疑。

《意见》明确，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

遗赠的公证事项，鼓励各地按房产面积

计价，或同时提供按房产面积和标的金

额比例两种方式计价并从低选择。按标

的金额比例计价的第一档（即费率最高的

一档）费率不得超过0.5%并阶梯递减。

同时规定，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

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1万元。

“据测算，按此执行后，各地居民房

产继承、遗赠公证服务的平均价格将大

幅降低，一些房价较高地区的降幅可达

到70%以上。”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群众反映强烈的“天

价”公证收费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据了解，《意见》包括五方面政策措施：

清晰界定政府定价范围。对密切关

系民生的公证服务，以及具有区域垄断

性、竞争不充分的公证服务项目，原则上

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国家统一

制定密切关系民生的公证服务项目清

单，各地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其他公证

项目，形成本地区政府管理价格的公证

服务项目目录。

改进政府定价方式。对实行政府管

理价格的项目，鼓励各地实行最高上限

价格管理，由公证机构在不超过政府规

定最高上限价格的范围内确定具体价格

水平。对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合理

设立阶梯递减费率，并同时限定最高费

用总额。

健全价格调整制度。制定和调整价

格要依法履行成本监审或调查、听取意

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程序。健全

公证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对公证服

务价格政策、价格水平进行跟踪调查和

定期评估，及时优化完善。

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健全经营者

行为规范，督促公证机构明码标价、自我

约束、公平竞争；建立公证服务价格定期

报告和检查制度。

完善价格减免政策。推动扩大法律

援助覆盖范围，对多个群体的公证服务费

用实施了减免政策。《意见》要求，对于领

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

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的

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养、扶养协议的公

证事项，应当明确价格减免政策。

对80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

公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对低保

户、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

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业务的，公证服

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50%。鼓励各地

出台更多对低收入、高龄老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的价格减免政策，确保其能够

获得基本公证服务。

此外，《意见》提出，各地要聚焦重点

工作，结合近年来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上

升情况，对财产继承、赠予、遗赠、遗嘱，

以及直接关系企业经营成本的经济合同

等公证服务价格进行重新测算，于今年

10月底前出台新的价格标准，切实将偏

高的公证服务价格降下来。

本报讯 记者任丽梅报道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

疗服务需求，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新增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输

出医院名单＞的通知》，进一步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做出安排部署。

根据相关部署安排，今年准备将内蒙古、吉林、黑龙

江、江西、广西、海南、重庆、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1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纳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范围，基本覆盖病患输出大省和医疗资源相对薄弱

省份。明年还将扩大试点范围，实现覆盖所有省份，完

成全国规划布局；“十四五”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任务基本完成。

开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的重要

举措。据介绍，为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三部门已根据《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于2019年选择福建、河南、云南等8个人口基数

大、转外就医多、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省区作为首批

试点地区，而首批30家输出医院主要从北京、上海等

地选取，均为“国家队”水平的一流医院。考虑到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将带来需求增加，故此决定新增31家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输出医院，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

有效供给和多样选择。

本次新增的31家输出医院均为国内高水平医院，既

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院等多种类型医院，也涵

盖肿瘤、神经、心血管、儿科、呼吸、创伤、妇产、骨科、传

染病、口腔等多个重点专科，能够满足全国不同区域的

不同病种诊疗需求。

据了解，在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指导

和支持下，试点省份主动“引进来”，积极与输出医院对

接洽谈，拿出十足诚意和高含金量政策，吸引医院

落户当地；输出医院也积极“走出去”，拓展医疗服务

辐射范围，扩大品牌影响力。目前，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促成首批10个试点项目落地，规划总床位1.52万张。

其中，新增6500张，每个医院平均拥有1500张床位。

别 了 “天 价”公 证 费
单套居民房产公证费不超过1万元，减免多个群体公证服务费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扩容增源
新增31家输出医院

本报讯 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徐庆锋表示，广东将

携手港澳探索组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医疗联合体，吸引

符合条件的港澳中医师在内地公立医疗机构执业。

在7月28日举行的广东中医药事业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徐庆锋介绍，去年10月《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

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印发后，粤港澳三地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和中医药界积极行动，推动方案落地落

实。在粤澳合作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

建立符合内地及欧盟认证标准的GMP中试和生产、

研发检测、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一体化的中医药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入园企业数量已达208家。近年

来，园区发挥国际化优势，成功推动9个中药产品在海

外注册及上市。

目前，广东省有中医医疗机构2.3万个，中医医院

192家，其中三级甲等中医医院36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72家。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年中医诊疗量突破两亿人次，

年中医出院量突破200万人次。此外，广东省建成1715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实现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全覆盖。 （徐弘毅 钟霈琳）

粤港澳大湾区将组建中医联合体
吸引港澳中医师内地执业

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措施，

包括将预算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3个、将设备费等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等
部署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包括稳定财政、金融、用地等长效性支持政策等

郑州郑州：：抢修社区电力抢修社区电力 保障居民用电保障居民用电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因持续强降水造成市区内涝，

电力大面积受损。目前，抢修人员进入社区抢修电力，

以尽快恢复电力供应，保障居民用电。图为7月28日，

在郑州市二七区一社区的楼房地下室配电房，来自浙江

金华的援豫电力抢修人员进行电力抢修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