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不私自下水或与他人结伴游泳，无成
年人陪伴不到河边、湖泊、水库、鱼塘、工地水塘
等区域玩耍，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
所游泳，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发现同伴溺
水，不盲目施救，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2．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
栏，行走或骑车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在马
路边或停放的车辆后玩耍打闹。自觉遵守公交
车乘车规范。

3．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未满 12 周
岁不骑自行车，未满 16 周岁不驾驶电动车，
乘车系好安全带。暑假往返学校严禁搭乘

“三无车辆”、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等非客
运车辆。

4．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不往窗外抛
物，不将身体探出窗外。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
家用电器，发现火情，及时拨打 119。不给陌生
人开门。

5．不 去网吧 、酒吧 以及歌 舞娱乐 场
所，不沉迷网络和电子游戏，慎交网友，不
与陌生网友见面。不在工地、轨道、高压线
等危险区域玩耍。远离人员密集场所，避免

拥挤踩踏。
6．不去尚未开发、开放的地方游玩。选

择正规、信誉好的旅行社旅游，并购买相关保
险。学习和掌握车辆、轮船、飞机突发意外的
自我保护知识与处置常识。入住酒店要及时了
解消防逃生通道，索取酒店联系卡。

7．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
拍处拍照、摄影。不采摘、捡拾不熟悉的野生
菌、野菜、野果食用，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
物，出现不适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

8．雷雨天不在电线杆、屋檐或树底下避
雨，不持金属伞柄的雨伞行走。室内应关好门
窗，不要洗澡，不要上网和使用手机，不要靠近
电源线。

9．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时，立刻往
与洪流成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跑，有河岸
的立刻向河床两岸高处跑，来不及奔跑时就
地抱住河岸上的树木，一定不要顺着泥石流
方向奔跑。

10．多与父母、家人、同学沟通、交流，
遇到问题自己无法解决时，学会请他人帮助
解决。学会感恩，管理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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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山西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6 月 23 日，省
政府办公厅对外公布“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力度
的意见”，出台 18 条具体措施。今后，我省将充分发挥金融
扶贫的有效性，从资金、机制、环境建设等方面，加大金融对
脱贫攻坚的支持力度。

建立扶贫贷款首问负责制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各网点建立扶贫贷款首问负责

制，对申请扶贫贷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专人辅导和跟
踪服务，对未达到授信条件的，要及时告知原因，并提出完
善手续的具体建议。

加大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力度。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
格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对有贷款意愿且有就业创业潜
质、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不折不扣
执行“免抵押、免担保”要求，严格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不得
另行附加其他限制性条件。要精准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贷款需求，切实加大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力度，力争按期完成
2017 年发放贷款 50 亿元的目标任务。

加大产业扶贫贷款投放力度。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
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优化、精简信贷审批流程，承诺限时
办结，提高审批效率。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研发
专门用于扶贫领域的金融产品，增强以特色产业扶贫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保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落地。国开行山西省分

行、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要主动对接各贫困县政府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用好统贷统还模式，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动小
额信贷保证保险办理。利用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

商业银行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各大型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成

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聚焦服务脱贫攻坚。各涉农
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发挥扶贫专业部门作用，配备专业人
才，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实行专业化经营管理。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扶贫小额信贷尽职免责
机制，解决基层业务人员后顾之忧。各级银监部门要执行差
异化监管政策，合理提高扶贫贷款等业务不良容忍度。

各地将从贫困县和金融机构选派优秀干部进行双向
挂职交流，促进政银信息传导交流，打通省、市、县三级的
信息交流渠道。

简化工作流程 推动风险补偿落地
各级人民银行要用好、用足扶贫再贷款政策，加大对

扶贫再贷款资金使用绩效较好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扶贫
再贷款支持力度。加强对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
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实施较

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各级扶贫开发部门要简化工作流程，完善扶贫小额信贷

风险补偿机制，推动风险补偿落地实施，对各金融机构满足
条件的风险补偿申请做到应补尽补。省、市扶贫开发部门要
定期对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进展情况进行监测，对风险补
偿进展缓慢、补偿率偏低的贫困县进行约谈、问责。

各设区市及贫困县人民政府要进一步补充现有政策
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优化管理体制，科学制定考核机制，
帮助扶贫龙头企业解决担保难题。此外，各地要发挥乡（镇）
人民政府、村委会、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在贫困户融资中的
推荐、策划和增信作用，帮助、指导贫困户寻找有效、成熟的
投资项目，避免贫困户获得信贷资金后盲目投资。

加强信用建设 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建立金融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各设区市及贫困县人民

政府要建立金融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将信用环境治理纳入
地方目标考核，严厉打击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帮助
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

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各金融机构在扶贫小额信贷发放
中，要充分发挥村“两委”作用，结合地方文化习俗，依托村

“两委”建立失信惩戒机制，推动贫困户按期归还贷款。
（来源：山西日报）

山西出台 18 条金融新政支持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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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展
沁县新闻中心 沁县摄影家协会 稳施氮肥 在单产达

500 公斤以上的高产田，
每亩施氮应稳定在 9～12
公斤；单产 300～500 公斤
的中产田，每亩施氮应稳
定在 7～10 公斤。单产小
于 300 公斤的低产田，每
亩施氮应稳定在 6～8 公
斤。同时，合理调整施用
时期和方法，提高氮肥利
用效果。

增施钾肥 随着土壤
速效钾逐年下降，缺钾面
积不断扩大，为满足玉米
生长对钾素的需求，必须
全面增施钾肥。在高产田
适宜的钾肥施用量为每亩
8 公斤左右，中产田为
7 公斤左右，低产田为
6 公斤左右，氮、磷、
钾 施 用 比 例 应 为 1：

0.5：0.6。
控施磷肥 在高中低

三种产量的田块中，每
亩适宜的磷施用量应分
别控制在 7 公斤、6 公
斤和 5 公 斤 的范 围内。
春玉米磷肥一般作基肥
施用，夏玉米可以随施
氮肥时施用。磷肥施用
应强调深施、早施。

补充微肥 可以在玉
米苗期喷施玉米专用叶
面肥，全面补充各种微量
元素，特别是锌元素，促
进作物的健康生长和根
系发育，从而达到增产增
收的目的。

玉米“稳增控补”四字诀

申虎峰摄

全县各建档立卡贫困户：
根据山西省扶贫办《关于做好

2017 年教育扶贫本科大学生
资助工作的通知》 （晋开发

办函字 〔2017〕 147 号） 精神，我
县将继续开展教育扶贫本科大学
生资助全覆盖工作，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参加当年普通高考
被录取就读二本 B 类及以上专业
的本科院校大学生实行应助尽助
全覆盖。

一、资助对象及标准
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参加 2017 年普通高考并被录取就
读二本 B 类及以上专业的本科院
校大学生，每生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0 元。

二、审核认定程序
1、县扶贫办按照“精准识别，

应补尽补，公开公正，社会监督”的
认定原则，对户籍地为本县域内符
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
实施资助全覆盖，做到应助尽助、
应补尽补。

2、符合资助条件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大学生向各乡镇扶贫工
作站领取“山西省 2017 年教育扶贫
本科大学生申报审批表”，填写后
提交，同时提供相关录取证明材料
（包含：高考准考证原件、复印件，
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复印件和在
山西省招生考试网查询打印的成绩
单）。

3、乡镇扶贫工作站将符合条
件的学生本人及户主与本县 2016
年建档立卡“核查整改”后确定的
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数据库进行比
对，学生本人或户主在档均可获得
扶持；同时查看申请学生家庭户口
本并留存复印件。

审核认定工作结束后，县扶贫
办按照确定的贫困生资助名单 ,协
调县财政通过惠农一卡 （折）通直
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账户。

三、申报时间
7 月 10 日 ---8 月 20 日
四、申报及咨询地点
各乡镇扶贫工作站

2017 年 7 月 3 日

沁县扶贫办 2017 年教育扶
贫本科大学生资助工作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