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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扎实稳住经济的一
揽子政策措施》，推出六个方面33项措施，其中有
24 项直接涉及财政职能，涵盖税收、专项债券、
政府采购、支出政策、民生社保等。在财政部日
前举行的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专题新闻发
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迅速推动相
关政策落地见效，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中小企业注血纾困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中小微企业量
大面广，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
撑。财政部门将全力以赴稳住市场主体，统筹运
用政府性融资担保、政府采购、社保费缓缴、援
企稳岗等政策，为中小企业注血纾困。

大规模减税退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力度，将更多行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留
抵税额政策范围，预计新增增值税留抵退税 1420
亿元，今年出台的新增退税总额达到约 1.64 万亿
元，雪中送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餐饮、零售
等5个特困行业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延长到今年
年底；同时，将上述 5 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失
业、工伤三项保险费政策，扩围至受疫情严重冲
击、行业内大面积出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其他特困行业。

此外，财政部门还将加大稳岗支持，将失业
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保企业，对
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加大扩岗补助
等支持；加大政府采购力度，调整小微企业价格
评审优惠，提高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预留份额；落
实好融资奖补政策，指导督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落实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不低于 1万亿元的要求，
下达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 30亿元，支
持扩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担保费率，进一
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冯俏彬表示，财政政策加上金融支持政策，将助
力企业渡过难关。

积极扩大投资和消费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财政部门加大宏观
政策调控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在积极扩大投资
和消费方面，财政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加快下达
基建投资、水利发展等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物
工作量；阶段性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进一步提
振汽车消费，释放内需潜力。

在支持保障粮食能源安全方面，财政部门在
前期已发放200亿元农资补贴基础上，已再次下达
100亿元农资补贴，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同时，将支持建立
健全煤炭产量激励约束政策机制，推动煤炭等能
源资源增产增储。

专项债券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
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今年以来，财政部提前谋划、靠前
安排 2022 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用于项目建
设的专项债券额度已于3月份全部下达完毕。各地
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保证财政支出强
度，1-5月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券2.03万亿元。

欧文汉介绍，中央财政将指导地方稳妥有序做
好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确保今年新增专项债券 6月
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同
时，将新基建、新能源项目纳入专项债券重点支持
范围，更好发挥稳增长、稳投资的积极作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石英华分析，此
次出台的涉财政 24项稳经济政策，与此前已实施
的政策形成叠加效应，着眼于对冲供给、需求、预期
方面面临的压力，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
增长，畅通经济循环，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介绍，为保持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财政部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支持打通产业链的“断点”和供应链的“堵点”，
推动经济循环畅通，助力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加大对重点产业链稳定运行的支持力度。加

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制造
业领域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
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加大对民航等行业企业纾困发展的支持力
度。暂停航空企业分支机构预缴增值税，退还航空
运输业企业留抵税额，对国内客运航班实施阶段性
财政补贴等措施。“对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企业，也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符金陵说。

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安
排约 50亿元，择优支持全国性重点枢纽城市，加
快推进多式联运融合发展；安排 63.6 亿元资金支
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实施县域商业建
设行动；安排约 50亿元资金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设施建设。

加大对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的支持力度。
今年国务院已明确，鼓励各地对缴纳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给予减免；对减
免租金的房屋业主，按规定减免今年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财政部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要细化完
善本地区税收减免政策，同时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
沟通，推动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网等成本。

石英华预计，随着财政政策发力，稳经济政策
效应将逐步显现，下半年经济有望逐步企稳回升。

推动24项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财政政策发力，稳住经济大盘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谢希瑶、潘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在日前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通过完善产品服务、助力银企对接、降低避险成本
等多方面举措帮助支持外经贸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高峰介绍，为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当前困难挑战，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提
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商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时出台 《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提升汇率风
险管理能力的通知》，帮助更多外贸企业掌握用好汇率避险工
具，更好稳健经营。

高峰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完善
产品服务，推动银行“因企施策”优化产品服务，更好满足企
业多元化汇率避险需求，便利跨境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二是
助力银企对接，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与银行分支机构合
作，通过举办对接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等方式，支持银行更
好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拓展“首办户”、扩大中小微企业
覆盖面；三是降低避险成本，鼓励地方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提供更多汇率风险管理方面
的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探索通过专项授
信、数据增信、公共保证金等方式，提高企业避险便利度，降
低企业综合成本。

高峰介绍，近年来，商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通过举办全国线上培训、发布公开课程、编写避险业
务手册、推动金融机构优化产品服务等方式，多措并举帮助外
经贸企业增强汇率避险意识和能力，取得积极成效。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1 年我国企业外汇套保率
同比上升 4.6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较去年全年又提高 4.2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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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减征部分乘用
车车辆购置税的公
告》，大力促进汽车
消费，支持汽车产业
发展。图为福建省福
州市鼓楼区的一家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人员正加紧生产汽车
电子零部件。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江西
省赣州市赣县区的
72 家规模以上稀土
永磁和钴镍为主的有
色金属新材料及应用
企 业 订 单 足 、销 售
旺，工人忙着赶制外
贸订单产品，力争实
现全年出口创汇再创
新 高 。 图 为 6 月 4
日，赣县区的一家智
能科技企业内，工人
在数控机床生产线上
加工出口订单中的电
机转盘产品。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为确保夏收时期农业生产用电，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供电部门
近来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江口县粮食储备仓五里桥粮站，对用电线路
进行全面巡查，及时消除隐患，并根据负荷增长情况对变压器进行
扩容增容，保障夏收粮食安全入库。图为南方电网江口供电局工作
人员对该粮站辖区的变压器进行扩容增容作业。

吴 瑾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长沙6月4日电（记
者周勉） 眼下，湖南省 2100 多万
亩油菜收获已近尾声。今年，这个
主产省份的油菜收获面积比去年扩
大，主要种植区域亩产明显提高。

记者从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今年，湖南省油菜收获面积总计
2130.8万亩，比去年增加103.5万亩。

洞庭湖区是湖南油菜种植传统
优势区域之一，南县、澧县和安乡
县3个油菜生产大县种植面积均比
去年增加，平均亩产分别比去年增
加 8.3%、6.6%和 8.0%。南县油菜

种植大户陈正平说，他种植的 680
亩油菜产量有9万多公斤，比去年
增产7000多公斤。

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
理处副处长成智涛介绍，今年湖南
省财政投入 3.3 亿元，确保了 220
万亩稻油水旱轮作试点任务顺利完
成，试点地区油菜籽平均亩产达到
140 公 斤 。 湖 南 省 还 在 16 个 县

（市、区） 开展了油菜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各示范区的油菜病虫害
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95%，推动全
省病虫害防控处置率达到90%。

湖南2100多万亩油菜喜获丰收

据新华社昆明6月4日电（记
者杨静）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以来，云南省压实粮食
生产责任制，将粮食生产任务分解
到村、落实到地块。截至目前，全
省秋粮已播种 3410.03 万亩，同比
增加179.31万亩，进度超过71%。

在云南省产粮大县寻甸县，当
地在扩大水稻、马铃薯、大麦等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同时，积极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并安排技
术人员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寻甸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应珍介绍，
全县今年已完成3万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任务，通过改
进提升种植技术、补助种子等方
式，调动了农户种植的积极性。

云南省今年在9个州市的33个
重点县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面积 50 万亩，并对技术
模式、品种选择、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出台了详细指导规程，目前
播种面积超过 41 万亩。云南省
还将杂交稻旱种作为拓宽粮食生
产路径的重要方式，将杂交稻旱
种任务分解到 2000 余个村，落实
地块 49.39 万亩，目前 播 种 面 积
超过 33 万亩。

云南秋粮已播种3400余万亩云南秋粮已播种3400余万亩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4日电
（记者孙哲）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
到，今年以来，新疆一系列稳就业
保就业政策扎实落地，1-5月城镇
新增就业保持稳定，新增就业26.3
万人，完成全年 46 万人目标任务
的57.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沈平江介绍，今年以

来，新疆坚持就业优先，突出重点群
体，深入实施扩大就业惠民工程，促
进城乡各族群众多渠道、多形式就
业创业，目前全区就业局势保持总
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稳中向好。

数据显示，1-5月全区失业水
平稳步回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3.38 万人，同比减少 2.11 万人,减
幅13.62%；城镇调查失业率由3月
的5%回落到4.9%。

新疆1-5月城镇新增就业逾26万人新疆1-5月城镇新增就业逾26万人

本报北京6月5日电（记者寇
江泽） 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三北工程实施 40 多年
来，在东北、华北、黄河河套平原
等农业产区，累计营造带片网相结
合的区域性农田防护林 165.6 万公
顷，有效防护的农田面积达3021.4
万 公 顷 ， 农 田 林 网 化 率 达 到
44.1%，减轻了干热风、霜冻等灾
害性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危害，防护
效应使工程区累计增加粮食产量

4.23 亿吨，年均增产 1058 万吨。
三北地区农田林网化面积和粮食产
量呈“双增”趋势，保障了农作物
丰产、稳产。

三北工程充分发挥三北地区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木本粮油产业，
先后建成一批特色突出、布局合
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带和
产业集群，在促进森林培育、美化
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林木和林副
产品双丰收。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侯雪静） 国家乡村振
兴局局长刘焕鑫表示，要多措并举拓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渠道，确保完成今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这是最基本要求，也是必须守
住的“底线”，坚决防止因就业不稳出现规模性返贫。

这是刘焕鑫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
作推进会议上作出的表述。

刘焕鑫指出，有岗位才能有就业。既要稳住现有岗位，
又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稳、转、拓”上下力气。“稳”，就
是稳住现有岗位。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
产，稳定岗位供给，提升吸纳能力。“转”，就是做好转岗服
务。对因疫停工、滞留和暂时失业人员，要及时安置。“拓”，
就是拓展岗位供给。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沟通，
高质量、多频次推介岗位需求清单，深化劳务对接合作。

稳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关键。今年以来，中央出台
了留抵退税、降低涉企收费、金融支持等普惠性政策。
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期出台的若干措施也重点支持企业稳
岗。“从目前情况看，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而是
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刘焕鑫表示，必须把支持企业纾
困解难作为当前一项紧迫任务。要落实好帮扶政策。各
地要按照“用足用活用好、落实落地落细”的原则，不
折不扣落实好各项政策，发挥好各项帮扶政策的放大效
应，做到政策能享尽享、应享尽享。

会议强调，要抓紧解决稳岗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聚
焦重点地区和群体。要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
贫搬迁人口和脱贫家庭大学毕业生、“雨露计划”毕业生
及返乡回流人员等群体作为重点，建立返乡回流脱贫劳
动力跟踪服务机制，落实帮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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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诸佛乡把长时间撂荒
的土地进行集中整治，实现复耕复种。同时，该乡还引进优质水稻
品种，发动村民集中种植。在盘活撂荒地的同时，带动了当地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图为诸佛乡复兴村村民在田间忙碌，为插秧做准备。

赵 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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