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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方面，《意见》提出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县域
城乡规划布局，健全推进新
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进新
时代山海协作。

在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意见》
提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
水规范化建设，积极推行农
村供水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
护，加快补齐单村供水设施
短板。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接续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加强农村生
态环境治理。

在加强和改善乡村治
理，建设善治乡村方面，《意
见》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加强文明乡
风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维护农村稳定安宁。

在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
配置体制机制，厚植农村发展
新动能方面，《意见》提出要稳
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统筹
推进林业、农垦、供销合作社
和水价等改革，创新乡村振兴
投融资机制，完善乡村人才培
育和发展机制。

到2030年 全省新增粮食产能20万吨
我省发布32项措施，推进乡村振兴各领域发展

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见习记者 张声琳） 记
者昨日从福州住房公
积 金 中 心 获 悉 ，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新
开户的缴存单位职工
和已开户的缴存单位
新职工，符合住房公
积金最低月缴存基数

缴存的，应按照福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公布的福建省月
最低工资标准 2195 元
执行。

福州市灵活就业
人员住房公积金最低
缴存基数按照上述标
准执行。

福州调整住房公积金
最低缴存基数

福州退役军人
优待证（电子版）明起启用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通讯员 吴云哲） 5日，
记者从福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获悉，为进一
步提升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服务保障
水平，让退役军人身份
验证更便捷、服务拓展
更广阔，福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定于2025年3
月7日正式上线福州籍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证（电子版）。

申请方式采取线
上申请。凡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
优待证”的福州市户籍
退役军人（不含平潭）、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
的福州市户籍烈士遗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不
含平潭）的人员，可登
录“e 福州”APP，搜索

“榕城老兵”平台，点击
首页优待证（电子版）
申领横幅或右下方“我

的”—“优待证（电子
版）”，提交“姓名、身份
证号、联系电话、发放
单位、一寸近期免冠彩
照（电子版）、优待证正
反面照片”等申领材
料。申请通过后，5 个
工作日内发放至申领
人员“榕城老兵”账户。

需要注意的是，申
请“优待证（电子版）”
的用户，须提前注册“e
福州”APP，并进行实名
认证。需要线下协助
办理的人员，可携带本
人身份证原件、优待证
等有效证件及一寸近
期免冠彩照（电子版）
前往县级及以下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由
工作人员协助办理。

在使用时，持证人
只需打开“e福州”APP

“榕城老兵”平台，点击
“优待证（电子版）”亮
证，即可享受与实体优
待证同等优待，使用更
便捷。

3月5日，记者获悉，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实施意见》（简称《意见》），就做好2025年和今后
一个时期福建省“三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意
见》包含6个部分32项措施，涉及巩固提升粮食产
能、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健全要
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

《意见》强调，福建确保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持续增
长，到2030年全省新增粮食产
能20万吨。扩大再生稻和旱
稻种植，推广水旱粮经轮作，
深化烟稻双优基地建设，挖掘
马铃薯、大豆等旱粮生产潜
力，发展鲜食玉米、专用型甘
薯等特色旱粮，继续开展耕地
认领种粮等活动。实施粮食
单产提升工程，推广优质高产

品种，集成推广稳产高产技
术，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巩
固油菜扩种成果，稳定花生种
植面积，扩大油茶种植面积。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落实粮油规模种植主体补贴
政策，继续实行籼稻谷最低收
购价政策，统筹做好市场化和
政策性收购，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

在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方面，《意见》强调，要确
保全省年度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持续整治“大棚房”、侵
占耕地“挖湖造景”、乱占耕
地建房等问题，坚决遏制破
坏耕地违法行为。在耕地总
量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统筹
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
复等，拓展补充耕地途径。
加强传统梯田保护。

《意见》还强调，要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
力以及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要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加快建设福建海南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国家东
南沿海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中
心。推进种业创新与产业化
工程，提升全省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建设水平，推进生物
育种产业化。

根据《意见》，我省将全面
开发食物资源。坚持山海田一
起抓，构建粮经统筹、农林牧渔
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巩固生
猪产能，做强做优肉鸡产业，支
持禽蛋产业集聚发展，加强奶
源生产能力建设，推进地方特
色畜禽养殖产业化。扩大冬
春上市优势蔬菜种植面积，大
力发展夏秋高山蔬菜，加强蔬

菜应急保供基地建设。推进
“三茶”统筹发展，建设生态茶
园，推广新式茶饮，深挖茶文
化内涵，推进茶旅融合。发展
笋竹产业，规范发展林药、林
菌、林蜂、林禽等林下种养，创
新发展药食同源产业，打造

“森林粮库”。推进粮食和大
食物统计监测体系建设。

同时，建设现代化“福海
粮仓”，推进海洋渔业七个专

项行动计划，建设福建特色现
代海洋牧场，打造一批宜居、
宜业、宜游的现代新渔村。优
化近岸水产养殖空间布局，加
快发展深远海养殖，支持远洋
渔业稳健发展。推进福州、厦
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建设，加快现代渔港和国家级
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建设福
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意见》还要求积极探索海

峡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新路。拓
宽台湾农渔业和中小企业在闽
发展路径，打造福建台湾农民
创业园品牌，提升闽台农业融
合发展产业园建设水平。以闽
台农业融合发展推广县和推广
基地为载体，引进推广一批台
湾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加快
建设闽台农业良种研发与繁育
中心，支持闽台种业企业开展
联合育种攻关和商业化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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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产量持续增长

积极探索海峡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新路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