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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钱袋子”今年怎么花

　　3月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新
闻发布厅，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第二场“委员通道”。8位全国政协委
员分三组，依次面向镜头，“隔屏”接
受采访。一次次真情讲述，蕴藏着悠
悠民生事，传递着暖暖家国情。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黄改荣委员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长
者：“老年人什么状态是幸福，在我看
来，离不开有乐趣、被需要和不掉队。”
　　“健康的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关键。”她说，“老年人要有乐观
的心态，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而社
会也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老年人，主
动创造条件，帮他们实现老有所为。”
　　同样身为医者，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委员目
睹过不少病人被晚期癌症折磨，这原
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等手段来预防。

“早期肿瘤没有明显症状。大多数人
都是到出现发烧、吃不下饭等症状
后，才到医院就诊。但是恶性肿瘤一
旦出现明显症状，几乎都已经是中晚
期。”他建议，“在我们自认为很健康
的情况下，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肿瘤

的早期筛查。”
　　就群众所忧所盼发声，为国家所
急所需建言。
　　“职业教育必须摆脱相对狭窄的
困境。”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
胡卫委员说，一是要横向融通，为学
生多元发展提供更大平台。二是要
纵向畅通，以能力和实操为导向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同时在就业、落户等
方面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来自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的孙德宏委员说，这些年媒体推出了
许多普通劳动者的感人报道，他们以
朴实、正直、诚恳和敬业奋斗，打动了
很多人。“希望新闻人更多去关注、报
道这些普通劳动者。每一位普通劳
动者都可以成为新闻热点，他们每一
个人的劳动和创造，都闪烁着生命的
光芒。”他表示。
　　一句句中肯分析，一条条真知灼
见，彰显了委员们的履职担当。
　　武警部队第一机动总队某处处
长西西玛委员，跟记者分享了“强国
有我、强军有我”的生动故事：“20多
年前我从藏区来到部队，就是一个现

实版的‘许三多’，是战友们带领我一
步步完成了‘士兵突击’。”
　　“现在入伍的新战友们思想活
跃、个性鲜明、科技文化素养高，在大
灾大难面前、生死考验面前，个个都
能豁得出来、顶得上去。”西西玛铿锵
有力地说，“新时代，我们将坚定扛起
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委
员，现场谈起了带香港青年前往天津
踢球、到哈尔滨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经历。他建议，举办更多体育相关的
交流活动，以体育凝聚香港青年一
代，同时推动香港的体育产业更好融
入大湾区发展。说起当前香港的疫
情，霍启刚动情地说：“感谢中央、全
国人民，尤其是前往香港的医疗人
员、工作人员和专家们，在我们最需
要的时候给予了大力帮助。一家人
血浓于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没有
什么困难是不能跨过去的。”
　　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
心圆。
　　“我们过去30多年举办过数百场
展览，但从来没有哪一场，像去年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题
图片展那样受欢迎。23天超过43000
人前来观展，真实反映了澳门同胞对
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澳门基金会行
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委员说。
　　“这是澳门长期坚持历史文化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澳门居民特别
是青少年，从小就认识到‘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这两个根本问题。”他表示。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
扎根发展。”江尔雄委员深有感慨地
说，在校园里他们是‘同桌的你’，在
职场上他们是伙伴、是队友，在生活
中他们可能成为爱人眷侣。他们就
像涓涓细流，汇聚起了实现民族复兴
的滚滚浪潮、势不可挡。
　　“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缘，在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延续。”她
说，“祖国永远是台湾青年坚强的后
盾，祖国也需要两岸青年共同建设。”
  增进互信认同，架设心灵之桥。
　　在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
时代的征程上，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同舟共济，必将继续创造出新的更大
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悠悠民生事 暖暖家国情
——— 直击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

　　翻开今年预算报告，数据增减之
间，政策变动背后，关系着“国”与

“家”，回应着百姓期盼。透过这些数
据，解读国家“钱袋子”今年怎么花。

>>可用财力增加<<
财政支出安排超26万亿元

　　根据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安排26.71万亿元、比上年扩
大2万亿元以上，增长8.4％。
　　从2019年突破23万亿元，到2020年
突破24万亿元，再到今年安排超26万亿
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不断
增加，可分配的“财政蛋糕”越来越大。
　　“在2020年、2021年财政支出强度
较高的基础上，今年支出强度进一步
增加，很不容易。”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表示，一方面适
当下调赤字率，突出可持续；另一方
面，通过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和跨年度
调节，增加可用财力，稳预期、促增长。

>>资金直达企业<<
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

　　今年多项助企纾困政策安排中，
“退税”备受关注。报告明确，预计全
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
退税约1.5万亿元，资金直达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于6
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全面解决制
造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生态环保、电
力燃气、交通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等行业留抵退税问题……报告
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
　　留抵退税，简单说就是把将来才能
退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提前退还企

业。“这将直接改善企业现金流，进
一步‘轻装上阵’。”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
宋丰强说。

>>拉动有效投资<<
安排3.65万亿元专项债额度

　　如何拉动有效投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是主要工具之一。
　　根据报告，“2022年安排新增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3.65万亿元”，
且“已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46万亿元”。
　　这些债券要怎么用？报告称，用
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
金政策，优化专项债券投向领域，严
格资金使用监管，不撒“胡椒面”，重
点支持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
　　“各地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快于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
厅长刘兴云说，提前下达给山东的新
增专项债券已于2月底全部发行完
毕，为稳投资、扩需求提供支撑。

>>助力稳就业<<
就业补助资金超600亿元

　　报告显示，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
金安排617.58亿元。这比去年增加
51.68亿元。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明显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
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加强对
稳岗和培训的支持……报告提出了
多项举措。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首次
突破千万，就业压力很大，就业优先

政策必须强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说，中小企业是稳就业的关键所在，
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实
现稳就业目标。

>>推进乡村振兴<<
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只增不减

　　根据报告，今年，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按照只增不减的
原则安排1650亿元、增加84.76亿元。
　　这些资金怎么花？报告明确，支
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统筹用
好公益岗位、以工代赈等，促进脱贫
人口就业和持续增收。
　　“中央财政资金加力，为村里各项
发展提供‘粮草军需’。”全国人大代
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水泉镇水泉村党委书记唐廷波说，近
年来，村里共整合各类财政资金1000余
万元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今年将进
一步促进农旅融合产业园发展提质增
效，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村庄。

>>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教育支出安排超4.1万亿元

　　2020年超3.6万亿元、2021年超
3.7万亿元、2022年安排超4.1万亿
元——— 报告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支出规模逐年上升。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安排230
亿元；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支持
高校“双一流”建设……报告提出多
项举措，将惠及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报告里的多项举措都很有针对
性，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至关重

要。”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邱勇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各项经费
支持政策之间的衔接，对资金加强绩
效管理，在管好用好财政资金的前提
下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

>>支持“老有所养”<<
养老金发放更有保障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
年人口将突破3亿。国家“钱袋子”如
何保障“老有所养”？
　　报告指出，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全国统筹之后，困难地区养老
金发放更有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
光耀表示，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补助
力度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让基层落
实政策更有力有为。

>>推动财力下沉<<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8%

　　当前，地方基层财政收支压力加
大，怎么解决“钱从哪里来”？根据报
告，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对地方转移支
付安排近9.8万亿元、增加约1.5万亿
元，增长18％。据了解，这是自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
　　“今年较大幅度增加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基层落实助企惠民政策更
有‘资本’。”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
州市委书记夏文勇说，要更加注重谋
划好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财政支出安排超26万亿元、就业补助资金超600亿元、教育支出安排超4.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