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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七）深入推进八大工程 20 项行动。完善行业扶贫

协调推进、信息报送和考核督查机制，组织实施“十三

五”脱贫攻坚规划，组织八大工程 20 项行动牵头部门制

定实施 2017 年行动计划，六大政策保障机制牵头部门实

化细化政策措施，跟踪推进抓好落实。

（八）扎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做实做细基础工作，

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数据库建设，制定加快推进易地扶贫

搬迁的指导意见，出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考核办法

并开展考核评估工作。召开安排部署、工作调度和现场

推进会，加强督导检查，每周一通报、双周一排队、每月

一督查、最后总考评，确保完成 12 万贫困人口易地搬

迁、3 万人口同步搬迁任务。

（九） 协调推进特色产业扶贫。以“一村一品一主

体”为抓手，到村到户落实产业扶贫规划，创新组织形

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协调推进特色农业扶贫、电商扶

贫、乡村旅游扶贫，督导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工程建设、运

营维护、收益分配工作，抓好构树扶贫。

（十）深入实施转移就业精准培训和“雨露计划”教

育扶贫。配合人社部门建立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动

态数据库，整合培训资源，拓宽培训渠道，加强劳务协

作，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拓展省内省外两个市场，提高培

训针对性和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逐步消除有劳动能力

贫困家庭的零就业。总结推广“吕梁护工”经验，在忻州、临

汾等地拓展护工培训工作。开展劳务输出社会保险补贴试

点工作，完成 6 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免费职业培训。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和

创业孵化服务。做好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和考入计划内

二本 B 类及以上高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工作，

实现应助尽助。

（十一） 推动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协调配合民政部门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打通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

村低保对象双向进入通道，推进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

合一”，做到政策、对象、标准、管理有效衔接。

（十二）大力推进金融扶贫。协调政策性、开发性、

合作性和商业性等各类金融机构支持脱贫攻坚，突出抓

好政府、银行、保险、实施主体、贫困户“五位一体”金融

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建立省市县三级扶贫小额信贷联席

会议制度，推动出台金融扶贫考核办法，对扶贫小额信贷

实行专项考核，加强对贫困户评级授信工作和贫困户获贷

率督导工作，全年新增扶贫小额信贷 50 亿元。

（十三）扎实推进资产收益扶贫试点。协调配合有

关部门，总结光伏扶贫、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经验，以财政

扶贫资金和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形成的资产股权量化为突

破口，采取股份合作、委托经营、债权投入等多种模式，推

进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带动 2000 个以上贫困村集体经济

破零、支持贫困户增加资产性收入。

（十四）督导推进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工作。配合财

政部门督导推进各地统筹整合财政资金实施精准扶贫

工作。以脱贫规划为引领，组织贫困县编制 2017 年统筹

整合方案，建设好县级扶贫开发项目整合管理平台，抓

好脱贫攻坚项目储备，及时把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三、

瞄准难点实施集中攻坚

（十五）加大对率先摘帽县支持力度。聚焦今年脱贫

摘帽的 14 个贫困县，开展专题调研，对标找差距、超常补

短板，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力度，统筹资源集中攻坚，

做足脱贫成色，打造脱贫标杆，确保各项指标经得起考核。

（十六）加大对吕梁山、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的支持力度。组织实施两大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规划，积极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点民生项目向

两大区域布局。坚持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相结合，配合相

关部门积极争取实施吕梁、太行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

经济林提质增效、光伏扶贫、护工培训为主的吕梁山片区

“三个一”扶贫行动。深入推进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电力

扶贫、文化信息扶贫、以工代赈扶贫，改善两大片区生产

生活条件。

（十七） 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以 2016 年退出的

1900 个贫困村和今年计划退出的 2270 个贫困村为重点，

依托投融资平台，整合资源，统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行

动，贫困村安全饮水和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行动，集中解决

村容村貌改善，以及水、电、路、房、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卫生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突出短板，改善已退出村的整

体风貌。

（十八）加大特殊群体脱贫攻坚支持力度。协调推动相

关部门落实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民政扶贫和残疾人帮扶

等社会保障政策，完善对特殊贫困群体帮扶政策措施。加

大贫困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因病致贫返贫家庭

支持力度。统筹各地运用好“三农”普惠政策、扶贫特惠

政策和部门优惠政

策，以及集中连片

扶贫开发政策，增

强边缘贫困群体的

抗风险能力。

山西扶贫 2017 年工作要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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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属五谷杂粮种植区，也是北方所称为的富水

区，更是空气生态优质区。种植五谷食用五谷养身护

体也是优先区。近日我在自费订阅的杂志上看到一篇

名为《常吃五谷杂粮，护肝润肺补脾胃》的文章，想通

过县新闻中心贵报一角原文转告沁县后人，使五谷杂

粮在养生健体道路上再添新的食用知识，原文如下：

人类饮食，每天都在与五谷杂粮打交道，不仅为了裹

腹，还需要吸收其中的营养来维持身体运作。更重要

的是，吃五谷对五脏起到养生保健的功效，可以调节

我们的身体机能，补充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小米重在养脾胃
小米是五谷之首，常食能补脾健胃。对脾虚体弱

的人而言，可谓是进补的上品，补中益气、延年益寿。

补脾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所说“治反胃热痢，补虚

损，开肠胃”。无论是反胃、热痢、虚损都与脾胃功能

欠佳有关，所以小米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补脾胃。补肾

虚，五谷当中，小米的补肾功效最强。小米性质偏

寒，五味上是略带点咸味的，咸味入肾，所以小米还

具有益肾气补元气的功效。养心安神，小米可以作为

镇静安眠的食疗保健品来使用，对于因胃肠不好导致

的失眠人群，其疗效非常好。有句老话说，早上一碗

玉米粥精神焕发，晚上一碗小米粥呼呼大睡。美容养

颜，小米具有减轻皱纹、色斑、色素沉着的功效。做法：

熬一锅小米粥，用汤勺撇出小米粥上层的精华———米

油，空腹喝下，有很好的养脾胃的疗效，每天早晚均可

服用。

高粱护肝是能手
高粱的果实成为高粱米。每 100 克高粱米中含蛋

白质 8.4 克，脂肪 2.7 克，钙 17 毫克，另外还含有磷、铁

等多种元素，常吃大有益处。养肝脏，高粱米属于杂

粮，但却是五谷里不可或缺的配角，高粱具有养肝益

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尤其是患有慢性腹泻的人，持续

吃一段时间后，会有良好的功效。见肠胃，高粱米具有

温中健脾、固肠胃的作用。如果孩子肠胃功能不佳或

出现腹泻、食积的表现时，可以用高梁面在文火上干

炒，炒熟后加入适量的白糖做成炒面，然后把炒面加

水成糊状，喂小儿服用。促消化，中医学认为，高粱米

促消化、利小便、止咳喘、补气清胃，对于有消化不良、

体质较弱、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等亚健康表现的中青

年人，可以经常吃一些高粱米。做法：喜欢烹饪的中青

年人可以尝试做“高粱米黑豆大枣饭”，选高粱米 50

克，、黑豆 20 克、大枣 10 克、白糖 10 克。由于高粱米、

黑豆均“皮糙肉厚”，因此最好提前泡上四五个小时，

然后将原料蒸熟即可食用。滋阴润燥、清热和胃的“补

阴益寿粥”（甘蔗高粱粥）很适合老年人，将甘蔗榨汁

并取 500 克左右，选脱皮后的高粱米 150 克，先把泡软

后的高粱米加清水煮成粥状，然后加入甘蔗汁，搅匀后

再稍煮片刻，即可食用。

大豆养肾功效好
大豆包括黄豆和黑豆。黄豆能够健脾开中、润燥

消水、宽中益气、清热散血。黑豆被称为“肾之谷”，中

医认为它具有补肾强身、解毒、润肤的功效，对肾虚、

浮肿有较好的食疗作用。减少心血管病，大豆蛋白和脂

肪酸能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减少血液凝固；大豆

皂甙能促进脂肪代谢，减少过氧化脂质的产生，可以预

防动脉硬化，防止血小板凝聚形成血栓等。因此经常食

用大豆可使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降低 18%～28%。

防止骨质疏松，人的骨骼处于高度的新陈代谢中，每天

都有一部分钙会随尿液排出体外，因此减少尿钙损失

比摄入钙更为重要。研究证明，食用大豆蛋白较食用优

质运动蛋白造成的尿钙损失要少 1/3 左右。另外，大豆

所含异黄酮对防治更年期妇女骨质疏松症具有显著作

用。降低贫血患病率，在膳食中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

对于改善贫血状况有良效，大豆中钙、磷、铁等矿质元

素及多种维生素含量高、吸收率高，是理想的综合防治

贫血症的食品。调节女性内分泌，大豆食品中含有一种

植物雌激素—黄豆苷原，不仅调节女性内分泌系统，治

疗妇科病，而且使皮肤细白光滑，富有弹性，可延缓皮

肤衰老，容颜显得年轻。健脑益智，大豆食品中含有卵

磷脂，卵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脑神经组织、脑髓的

主要成分，它有很强的健脑作用。常吃大豆食品可以健

脑益智、增强记忆力。做法：泡发后打制成豆浆，或者煮

黑豆粥，每天早晚各打一次。

大米润肺好助手
大米蛋白质中赖氨酸含量高于其他谷物，氨基酸

组成配比合理，比较接近世卫组织认定的蛋白质氨基

酸最佳配比模式。大米蛋白质效用比率为 2.2（小麦为

1.5，玉米为 1.1），蛋白质的可消化性超过 90%，均高于

其他谷物，因此大米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较高。润肺滋

补，大米涵盖稻米、紫米等，在出现肺热咳嗽等症状时，

具有很好的滋阴补肺的作用。黑米更有营养，黑米含有

蛋白质、脂肪、B 族维生素、钙、磷等物质，营养价值高

于普通稻米。专家表示，经常食用黑米，对慢性病人、

康复期病人有较好的滋补作用，能明显提高人体血红

色素和血红蛋白的含量，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保健，促

进儿童骨骼和大脑的发育，对产妇、病后体虚者的康复

有益处。米粥有助生发，经常喝点大米粥有助于津液的

发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皮肤干燥等不适。糙米助消

化，对于经常便秘的人来说，糙米是不错的选择。所谓

糙米是指除了外壳之外都保留的全谷粒。糙米中的蛋

白质、脂肪、维生素含量比精百米多，米糠层的粗纤维

分子有助于肠胃蠕动，对胃病、便秘、痔疮等消化道疾

病有效。

小麦养心功能佳
小麦被称为“五谷之贵”。中医认为它能养心安

神、除烦去燥。对于消除女性更年期综合征、自汗盗汗

以及烦躁情绪有食疗作用。它的面粉和麸皮有除热、止

燥、利小便、养肝气的功能。面粉经加水揉成面团并放

置一段时间后形成的面筋，可以将食品在发酵过程中

产生的气体封存在面团中，使面粉中植酸被酵母菌分

解，从而提高人体对矿物质的吸收率。治口腔溃疡，小

麦粉烧灰与冰片以 2:1 比例混合研细，吹在溃疡面局

部，每日 2～3 次。治自汗盗汗，浮小麦 50 克，五味子

10 克，水煎服。或浮小麦 30 克，大枣 30 克，龙眼肉 10

克，水煎，连渣服。治小便淋沥，小麦 50 克，加水煮沸，

放入通草 10 克，再以文火煎成浓汁，去渣取汁，早晚分

服，对小便淋沥不畅有效。治腹泻，小麦粉、糯米（研

粉）各适量，炒黄，干大枣 3～5 枚（去核研碎），三者混

合，每次 15～30 克，开水调服，日 2～3 次。消渴，小麦

30～60 克，加水煎煮成稀粥，分 2～3 次服食，可缓解烦

热、口渴症状。治失眠，小麦 50 克，柏子仁 20 克，夜交藤

25 克，水煎服。治浮肿，麦麸 30 克（炒黄），红糖 20 克，拌

匀成麸糖粉备用。用大枣 15 克煎水 300 毫升，冲服麸糖

粉，每日 2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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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已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

过，并将于今年的 10 月 1 起施行，有七

大亮点与我们息息相关。其中民事诉

讼时效由两年增加至三年，而一直以

来做好事反倒被坑的事情，也将有法

律保护。以下是 2017 年新民法总则七

大亮点：

一、民事诉讼时效将增至 3 年
【原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

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现行《民法通则》规定了两年的一

般诉讼时效期间，但随着社会生活越

来越复杂，交易方式和类型也在不断

创新，很多时候两年往往不够用。

根据此次修改，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延长到

三年，这样就更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调低至 6
周岁

【原文】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6 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两

类：一是纯获利益的，二是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而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

三、做好事非重大过失不承担民事
责任

【原文】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

这些年我们见到了不少这样的新

闻：明明自己是见义勇为，甚至在救人

时受伤，可到头来不仅得不到被救助

的人的感谢，反而可能被要求赔偿。

因此新民法总则规定，因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救助人

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

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同时总则还规定，因保护他人民

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

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

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

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四、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护
【原文】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

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一

些游戏装备，更是一些打赏主播的虚拟

财产也越来越多。为了保护好这一财

产，民法总则也是做了详细的规定。

此次民法总则规定，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这意味着民法典将正式承认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法律权利，

不容侵犯。

五、未成年人遭性侵，成年之后还
能起诉

【原文】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

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民法总则规定，此次增加了未成

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不受原来从受

到侵害之日起算的限制，自受害人年满

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给受侵害的未成

年人在成年之后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

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个人信息保护写入民法总则
【原文】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专门规定，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

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七、未出生的胎儿也有继承权
【原文】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

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

能力。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

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胎儿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

人，没有民事权利能力。

与现行的规定相比，民法总则增

加了保护胎儿利益的条款。民法总则规

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

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沁县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
沁县司法局

2017 年新民法总则七亮点

赵宏成

五谷杂粮宝中宝 健康长寿离不了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省农机局有关负责人就山西省农机购

置补贴有关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并回答记者

提问。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实施的一项强

农富农惠农政策，自 2004 年实施以来，通

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推动，山西农业机

械化得到快速高效发展。截至 2016 年底，

山西使用中央财政资金 44.73 亿元，省财

政资金 2.19 亿元，带动农民投入 109.57 亿

元，共扶持 66.25 万农户购买各类农业机

械 89.89 万台（件、套）；全省主要农作物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6.6%，超出全国平均

水平 1.6 个百分点，比 2003 年增加 29.7 个

百分点。全省农机化完成了由初级阶段向

中级阶段的重大跨越，农业生产方式实现

了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

历史性转变，农机化发展促进了农业农村

的大变革，开启了以机械化为重要标志的

现代农业新时代。

今年，中央安排山西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 4.186 亿元，用于补贴主要农作物全程

机械化、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特色农业

生产加工机械化、牧草机械化发展所需机

具，预计扶持 3.5 万农户购买 4 万台（套）

农机具。日前，省农机局联合省财政厅印

发了《关于做好 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的通知》，在此基础上，山西农业机械购置

补贴工作提出五项新举措：

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缩范围、控定
额、促敞开”九字方针，提高政策普惠程度

全省的补贴范围由上年度的 46 个品

目缩减为 44 个，补贴范围更加聚集重点，

提高补贴政策精准性；优化调整分档产品

的补贴额度，继续实行“限额与比例双

控”，补贴比例不高于 30%；全省对深松

机、联合整地机等 11 个品目实行敞开补

贴；鼓励有条件的市选择区域内的部分县

（农机化示范县、58 个贫困县等） 对本县

选定的所有品目实行敞开补贴。

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操作
流程

近几年，山西积极推进简政放权，

把“四个权力”交出去，即把经销企业销

售补贴机具的审核权交给了生产企业，把

跨区域购买补贴机具的自主权交给了农

民，把能否享受补贴资金的机会交给了时

间，把享受补贴资金的多少和补贴机具的

价格交给了市场，实现了补贴流程全程无

审批。

今年，各市县要合理压缩补贴品目，

优化资金使用规模，加快资金使用和结算

兑付进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

将补贴申请受理和补贴机具核实工作下放

到乡（镇），方便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机用

机；探索利用政府政务大厅开展农机购置

补贴申请受理工作。

三是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强化信息
公开

近年来，省农机局局不断加大农机购

置补贴信息公开力度，初步建立起了上接

中国农机化信息网，下联各市县政务信息

网的信息服务系统平台。今年，市县要确

保所有县级信息公开专栏全部建设到位；

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开展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的宣传报导和信息公开。

四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大监管力度
建立省、市、县分级受理、三级联动的

监管机制。各市县畅通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咨询、投诉、举报渠道，妥善解决各类问题

和矛盾，规范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的社

会环境和市场环境；在全省范围内相互交

流，分阶段、有重点的开展多种形式的工

作督导。

五是进一步做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试点工作

山西连续 5 年被农业部、财政部、商

务部确定为全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试

点省份，各级农机部门要鼓励和引导农业

机械以旧换新和升级换代，加快节能、环

保、安全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搞好与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相互衔接，梳理存在问

题，总结先进做法，推动全省农机报废更

新工作健康顺利开展。

山西农机购置补贴有了新举措

宋建国 摄

1、发现火灾，及时报警，牢记火警电话“119”。报火警时的主要要点：⑴说清着

火单位的具体地址；(2)说清是什么东西着火和火势大小，以便调配相应的消防车

辆；(3)说清报警人的姓名和使用的电话号码；(4)注意听清消防队的询问，正确简洁

地予以回答，待对方明确说明可以挂断电话时，方可挂断电话；(5)报警后要到路口

等候消防车，指示消防车去火场的道路。

2、当周围发生火灾时，一定要保持镇定，以免在慌乱中做出错误的判断或采

取错误的行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3、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安全出口方向

冲出去；不要往柜子里或床底下钻，也不要躲藏在角落里;更不要贪恋财物，盲目地

往火场里跑。 公安消防大队 周珏

火灾逃生自救常识淤

摄影展
沁县新闻中心 沁县摄影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