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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 2019年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就业、财政支出、节能减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方面的预期
发展目标，提出做好2019年度工作的总基调，并分10个方面对2019年政府
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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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坚定信心加油干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
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
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
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
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
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
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政策落实。

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

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
遍落实。政府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
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审批的要简
化流程和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要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使企业
更便捷拿到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坚决克服“准入不准
营”的现象；在全国推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使全
流程审批时间大幅缩短。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
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机制。扩大国际创新合作。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创造和转
化运用。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要充分尊重和
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
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
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
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加强全方位服务，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强化普惠性
支持，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
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
业投资。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优化归国留
学人员和外籍人才服务。

重点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对特殊贫困
人口的保障措施。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
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
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加强
后续扶持。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的扶持政策要保持一段时
间，巩固脱贫成果。完善考核监督，用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成果。越是到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要抓实抓细各项
工作，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经得起历史检验。

近14亿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稳定
粮食产量，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稳定生猪等畜禽
生产，做好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创新，
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推进农
业全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
营。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透过关键词 看懂怎么干

优化区域发展格局

制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
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落实和完善促进东北全面振兴、中
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落实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
来便利化。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
施发展规划纲要。

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更好解决群众住
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
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住需求。城镇
老旧小区量大面广，要大力进行改造提升，更新水电路气等
配套设施，支持加装电梯，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
街、停车场、无障碍通道等生活服务设施。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加快火电、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污染行业达
标排放改造。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加快解决风、光、水电
消纳问题。加大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建设力度。促进资
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推广绿色建筑。改革完善环境经济政
策，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培育一批专业化环保骨干企业，提
升绿色发展能力。

壮大绿色环保产业

徐 骏作 （新华社发）徐 骏作 （新华社发）

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
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
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
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
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赋予自贸
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支
持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
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中国投资环境一定
会越来越好，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机遇一定会越来越多。

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降低
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进一步
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加强重大疾病防治。我
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
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做
好常见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
报销。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使
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
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
“枫桥经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引导支持社会组
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健全社会信
用体系。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改进信
访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国家应急体系，提高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安全生产，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本报记者 任成琦、柴逸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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