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货、码货，动作麻利的韦玮，一看就是勤快人。

20 年前，第一次来重庆，韦玮给心上人拎的就是海

南老家自种的芒果。后来，韦玮到妻子的家乡重庆市万

盛经开区开起精品水果店，“如今已连锁发展到 8 家。”

前不久，作为个体工商户的韦玮考虑将经营主体类型

变更为企业，更好进行人才招聘、融资贷款。

曾听说——以前办理“个转企”，个体工商户得先注

销原来的营业执照，再重新注册办理企业营业执照，耗时

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重要信息也无法延续使用。

谁承想——到万盛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

窗口，从递交材料，到税务部门完成清税，再通过“渝快办”

手机 APP 提交“个转企”申请，直至现场领取“企业身份”的

营业执照，“个转企”直接转型登记用时不过 1个多钟头。

特别是——如今“个转企”可以延续原个体工商户重

要事项，保留原名称中的字号、商标及商业信誉等。万盛

经开区还对纳入全区重点领域“培育库”并申请转型升级

为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给予 1 万元扶持资金。

拿到扶持资金的韦玮，打理店面劲头十足，果香四溢

间，事业充满希望。

（娄亚梅参与采写）  

便捷—

一次办理“个转企”的舒心体验
本报记者   姜   峰

实验室里，有序而忙碌。同济大学教授施裕丰正在进

行原创新药的研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科技型初创企业

——上海施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今年，公司取得新突破，创新药研发方向从脑瘤拓展到

胰腺肿瘤等的治疗上，预计未来两年走上临床。

成果得来不易。创业数年，研发仍需要大量持续资金

支持，投入从哪里来？为难之际，恰逢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推出“拨投结合”改革举措：聚焦高风险性、高探索性的

科技项目，初期是拨款形式，后续有社会资本进入确定企业

融资估值时，就按照市场估值转化为投资款。

今年初，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决定为这家企业提

供 2000 万元的研发攻关资金支持，同时牵线上海市普陀区

以“财政拨款+基金投资+社会资本”的形式投入 1000 余万

元。有了社会资本的参与，企业产生估值，长三角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的资金顺势转为股权。

支持不止于此。办公空间得益于普陀区桃浦镇对科技

园生命健康孵化基地建设的支持；当地还辅导公司申报生

命健康产业专项资金。

“改革给科技创业者鼓了劲。”施裕丰说，“收获不仅是

资金支持，更是对未来的信心。”

鼓劲—

一家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融资路
本报记者   巨云鹏

冬日的北京虽冷，29 岁的小王心却是暖暖的，“从四

川老家来北京工作 7 年，我马上要在这里安家了。”

今年以来，北京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套商品住

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由不低于 30% 下调至不低于 15%。

“我是‘刚需族’，现在支付压力小了，我还有余力装

修房子。”小王看中的房子最后的总价是 260 万元，首付

只需 39 万元左右，这笔支出就比年初看房时少了一半。

首套房贷款利率也有了变化。“我选的是商业贷款，

现在每个月能少还 1000 多元。”小王说。

受益的不仅是刚需购房者，还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

购房者。

今年 11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的，将现行享受

1% 低 税 率 优 惠 的 面 积 标 准 由 90 平 方 米 提 高 到 140 平

方米。

在北京朝阳区生活的陈先生购入了第二套住房。“总

价 800 万元左右的三居室，契税就省了不少。”陈先生说，

“二套房在政策调整前要缴纳 3% 的契税，差不多 24 万元，

现在只需缴纳 1% 的契税，足足省下了‘一辆小汽车’！”

受益—

一笔省下来的购房支出
本报记者   王云杉

阳光明媚。周末，广东省佛山市市民阿珍（化名）一

家到景区露营。穿着新衣新鞋，一双儿女嬉戏奔跑，阿珍

拍个不停：“‘出片’很靓。”

新衣新鞋购自“双 11”。“最近家里每人都添了新装，

还囤了 8 罐奶粉。”阿珍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提高后，‘买买买’更添底气！”

抚育 2 个小孩、赡养 4 名老人，除了必要开销，夫妻俩

向来是“能省则省”。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的支出负

担，我国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提高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3 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相应税款在 2024 年退还到群众手中。

今年上半年，阿珍在申报上一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惊喜发现，这项改革她刚好都能享受到：“去年我能享

受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额一共是 8.6 万元，与此前相比提

高了 3.1万元。”此外，按照新标准，阿珍的个税适用税率也

“降档”至 25%，新政策为她去年全年减少了约 8500元个税。

“生活更有滋味了。”一家人暑假去了女儿一直想去

的上海旅游，阿珍笑着说，“过一阵，我们还准备来场出

境游。”

贴心—

一份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里的幸福增量
本报记者   王云娜

新婚在即，山东省青岛市市民牛艺钧和未婚妻陶雯

雯有了新烦恼——是换全新的家电？还是继续凑合着

用旧家电？“新婚该有新气象。但大件家电支出不少，淘

汰下来的旧家电处理又麻烦。”陶雯雯有期待，也有犹豫。

二人到购物中心打算看看行情。步入家电区域，牛

艺钧被一台电视机吸引，看了价格，又看向未婚妻：“有点

超预算。”两人正往外走，一旁的销售人员忙道：“这台电

视参与以旧换新，最高能补贴 2000 元嘞！”

补贴活动源于今年 9 月发布的《山东省推动家电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对电视机等 8 类家电在满足一定能耗

标准的基础上实施补贴，每名消费者最高可享 1.6 万元

补贴。

折扣划算，还能少操心，和陶雯雯商量好，牛艺钧在

手机上领了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券，第二天，赶早来提货。

原价 11999 元，补贴券优惠 2000 元，再加其他优惠，实际

花了 8258 元，算下来不到七折。

3 天后，新电视送上门，安装师傅还免费对旧电视拆

卸回收，评估后返了 100 多元。

牛艺钧又领了其他品类的补贴券：“把几个大件置

办齐，还能再省近万元！”

惊喜—

一笔购买家电时的优惠补贴
本报记者   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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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改革向前，民生向暖

冬闲人不闲。吃完午饭，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太白镇

种粮大户黄华一头钻进打捆机驾驶室。轰隆声中，一根

根秸秆被打包成一捆捆“黄金方墩”。

黄华的干劲，源于今年的收获。“算上种粮、补贴和出

租农机具，到账将近 30 万元。”踢了踢脚下的秸秆，黄华

嘴角上扬。

作为合水县佰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股东，黄华

今年的收入添了个“大头”——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仅这一项，就额外带来 5 万多元。

“既种田，又服务，大家都喊我们‘田保姆’。”黄华说，“处

理秸秆每亩收益 100多元，我们和托管土地的农户平分。”

甘肃省出台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利用自身优势，在粮食生产环节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合水县细化举措，给予服务组织每亩最高 80 元的补贴。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忙时更多农户选择托管土

地。莲花寺村村民杨明开说：“不误农时，效益也高，我们

还能抽出时间务工。”

“现在社会化服务延伸到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环节，合作社和农户都受益。”黄华介绍，2024 年合作社

服务土地 1000 多亩，改革直接带来了新收入。

收获—

一名种粮大户的新收入
本报记者   赵帅杰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引导全党全国人民

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从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一件件群众身边事吸纳进国家发展顶层设计，

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群众关切事，明确新的一年要抓好的

重点任务，实打实的改革举措为发展增了动力、添了红利，更聚了人心、

暖了民心。

本版推出特别报道，讲述大家身边的改革故事与改革带来的满满获

得感。  ——编   者   

回望即将过去的 2024 年，我们会记住什么？

是到手的政策利好，也是奋斗的踏实回报；是科技的

创 新 发 展 ，也 是 办 事 的 便 捷 体 验 …… 这 一 年 ，改 革 成 为

最 鲜明的关键词，一份份获得感触手可及。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号角，激励我们信心满怀、步履铿锵地迈向壮美前程。

这是共同的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确定了新一年的重点任务，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作出了详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12 月 17 日在听取海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全面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

理水平，并嘱托“元旦、春节将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

‘米袋子’、‘菜篮子’等民生保障”。温暖话语间，人民至上

始终是不变的价值指向。

改革向前，民生向暖。从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发放以旧换

新消费补贴等务实举措陆续落地见效，到提出推动中 低

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实在在

的政策利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这是共同的事业。“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回头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

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向前看，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已然明确，将宏伟蓝图变为

美好现实，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

干字当头，众志成城。一项项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波

波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调动起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拿出众人拾柴的心劲儿、逢山开路的闯劲儿、

甩开膀子的干劲儿，今天的改革就能不断生发明日的收获。

2024，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

2025，让我们携手奋斗、勇毅前行，用实干书写改革的新篇、

你我的明天。

今天的改革  明日的收获
杨烁壁

市场添活力

截至2024年 9月底

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1.8 亿户

同比增长3.93%

全国新设民营企业619.1 万户

2024年前三季度

创新支持足

2024年前三季度

支持加大科技投入、成果转让和科技人才

引进及培养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

8937亿元

购房降成本

绝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已完成批量下调

存量房贷利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

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1500亿元左右

惠及5000 万户家庭

2024年 10月底

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

1.4 万亿斤

109.4 万个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

服务小农户9400 多万户

年服务面积21.4 亿亩次

2024年

养育、赡养减负担

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
2023年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
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

2024年 6月底

人均减税超1000元

全国约6700 万人享受到了该项

政策红利

消费增动力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

销售额超1万亿元

农业出效益

2024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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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

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水稻、小麦、玉米三大

粮食作物生产社会化服务规范指引》。2024 年，财政部

安排相关资金 88亿元，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服务主体开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

【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

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

的方针政策”。

10 月，重庆市出台构建分型分类精准培育机制促进

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个转企”

培育机制。

【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

金融体制”。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探索“项目经理制”

“拨投结合”等创新举措，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

住房需求”。

9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10月，

多家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利率进行批量集中调整，

存量房贷利率平均下降 0.5个百分点左右。

【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大

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

2023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通知，提高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此项政策首次体现在今年 6月底结束的个税汇算清缴。

【政策链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8月，商务部等4部
门办公厅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