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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
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多项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的举措，
以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同
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
部门密集宣布相关政策，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展开落实，
共同形成稳增长的“组合拳”。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给不少市
场主体带来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未来，随着
相关政策持续落地，中国经济将释放出更强的活力。

直面难题，多方政策形成合力

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
杂局面，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然而，经济发
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给广大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

对此，有关部门直面难题，及时调动政策“工具
箱”，积极助企纾困。

据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已
经出台 20多项税费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实施大规模留
抵退税政策，有关行业存量留抵税额全额退还；延续实
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
策，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出台支持特殊困难
行业纾困发展的税收政策等。“目前，各项退税减税降费
政策正在加快实施。”许宏才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前段时间
物流不畅的问题，工信部先后分 4 批确定 1624 家重点企
业，并指导 17个省份建立了地方层面的重点企业“白名

单”。同时，搭建了汽车、集成电路、医疗物资等重点产
业链供应链协调平台，确保重点产业链运转顺畅。下一
步，工信部将组织开展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督查，确保已经出台的各项助企惠企政策“应减
的减到位、该免的免到位、能缓的缓到位”。

主动服务，确保利好落到实处

让政策“组合拳”真正为广大市场主体排忧解难，
关键在落实。

在一系列纾困政策中，减税、退税、降费相关措施

是“重头戏”。最近，广西税务部门开展“一把手走流程”
活动，各级税务部门主要负责人采取亲自办、坐窗口、
跟随办等多种形式，“零距离”解决各类市场主体办税缴
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把各项利好政策落细落实。“我们
主动服务，及时发现、归集、解决问题，就是要把一张
张困扰纳税人缴费人的‘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
单’。”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党委书记汤
志水说。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
汇管理局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
进外贸出口发展等方面提出 23条政策举措。对此，交通

银行积极完善“EASY兑”线上外汇财资业务功能，帮助
外贸中小微企业足不出户办理外汇业务，省去跑腿成
本、规避汇率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
本报记者表示，近期相关部门和地方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对稳增长和助企纾困的支持力度。
目前，这些举措已经开始取得一定成效，有利于缓解疫
情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冲击。

汇聚信心，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蒲淳介绍，今年 1 至 4
月，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在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仍实现正增
长，共新设898.7万户，同比增长0.7%。其中，日均新设
企业达 2.26 万户，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新设个体工商户
623.6万户，同比增长2.9%。

“尽管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严峻，但今年以来新设
市场主体数量仍保持基本平稳，这是经济强大韧性和潜
力的一个集中体现。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政策效应
持续发力，市场主体有望继续保持较高增长。”蒲淳说。

中国助企纾困的有力举措，也让各方进一步增强了
信心。渣打银行（中国）总裁张晓蕾认为，中国具有完备和
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这
些有助于培育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创新，从而激发更
大经济活力。“未来 3 年，渣打将投资 3 亿美元到中国相关
业务中，以帮助客户把握中国持续开放带来的机遇。”

“接下来，还应在控制住疫情、稳定住宏观经济大盘
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靶向纾
困’。既要用足用好现有的减税降费、减租减息等政策，
还要继续采取更有力的举措，为广大市场主体提供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刘向东说。

助企纾困，政策频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 年 来 ， 河 北
省邢台市襄都区结
合本地农业优势资
源，鼓励小微企业
在 乡 村 就 地 建 厂 ，
让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实现增收。图
为日前，农民在襄
都区一家微工厂生
产线上包装芝麻酱。

张 驰摄
（新华社发）

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截至5月4日，三峡集团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
座梯级水电站多年累计发电量突破3万亿千瓦时。目前，6座梯级水电站已投产的发电机组为101台，装机总
量为6200多万千瓦，约占全国水电装机容量的16%。图为三峡左岸电站厂房内景。 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9日电（记者汪文正） 财政部近日下
达2022年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1946.3716亿元，加上此
前已下达资金18832.6284亿元，转移支付总额达20779
亿元。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需求，
积极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财政部近日公布的 《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
办法》 明确，中央财政建立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稳定
增长机制，确保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幅高于转移支付的
总体增幅。均衡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由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使用。财政部每年 10
月31日前，提前向省级财政部门下达下一年度均衡性
转移支付预计数。

财政部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重点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本报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4 月末，中
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97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4 月份，中国
跨境资金总体延续净流入态势，境
内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王春英表示，当前外部环境
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世界经济
复苏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
较大。但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强、潜力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不会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
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4 月末中国外储规模为 31197 亿美元

本报北京5月9日电（记者廖睿灵） 海关总署
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进出口
总值 12.58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7.9%。
其中，出口6.97万亿元，增长10.3%；进口5.61万亿
元，增长5%；贸易顺差1.36万亿元，增加39.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在中
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形势
下，前4个月全国外贸进出口仍保持了增长，这充
分体现了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广、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的特点，实现全年外贸保稳
提质目标仍然有较好支撑。

海关统计显示，前4个月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
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前4个月，
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8.01万亿元，增长11.2%，占
中国外贸总值的 63.6%，比去年同期提升 1.9 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4.41万亿元，增长15%；进口3.6万
亿元，增长6.8%。此外，中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1.51万亿元，增长 7.6%。其中，出口 5589亿元，增长
13.5%；进口9528.3亿元，增长4.3%。

中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主要贸易
伙伴进出口增长。前4个月，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1.84 万亿元，增
长7.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其中，对东盟
出口 1.03 万亿元，增长 8.7%；自东盟进口 8089.9
亿元，增长 5.3%；对东盟贸易顺差 2234.2 亿元，
增加23.2%。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
进出口3.97万亿元，增长15.4%。其中，出口2.2万亿
元，增长12.9%；进口1.77万亿元，增长18.6%。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提升。前4个
月，民营企业进出口6.1万亿元，增长11%，占中
国外贸总值的 48.5%，比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百分
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4.42 万亿元，增长
2.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35.1%。国有企业进出口
2.04万亿元，增长14.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3%。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前4
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 4.04万亿元，增长 6.7%，占出口总值
的57.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5088.8亿元，增
长 3.9%；手机 2924.8亿元，增长 0.1%。同期，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1.21万亿元，增长9.2%，占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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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景黄高铁全长 289 公
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西
起江西省南昌市，经景德镇
至安徽省黄山市，建成后将
成为全国高铁交通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图为日前，建设
者在昌景黄高铁金溪湖特大
桥上进行铺架作业。

鲍赣生摄
（人民视觉）

重点工程建设正酣重点工程建设正酣

连日来，在河南省
重点工程郑州国际文化
交 流 中 心 项 目 施 工 现
场，中建八局一公司项
目管理团队及 1500 余名
建 设 者 全 力 以 赴 赶 工
期，确保工程如期交付。
图为 5 月 8 日，建设者在
进行钢筋捆扎作业。

蔡 晨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9日电（记者邱超奕） 日前，黑龙江
干流上游开库康封冻江段顺利解冻开江，至此东北地
区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等4条主要江河全
线开江，2021—2022 年度防凌工作顺利结束。开江期
间凌情总体平稳，未发生大的险情灾情。

本年度东北地区凌情有4个特点：一是封江时间总
体偏晚。二是封江水位整体偏高。三是乌苏里江、松
花江、嫩江开江时间提前，黑龙江偏晚。四是开江水
位普遍偏高。

据悉，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认真指导协调做好
东北江河防凌工作。国家防办密切关注凌情发展变
化，提前发出通知安排部署防凌工作，加强联合会商
和点对点指导，及时派出工作组协助地方做好防凌工
作。黑龙江省有序组织开展应急值守、巡江巡河、破
冰除冰、巡堤查险和涉河安全管理等，确保安度凌汛。

本报北京5月9日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
一季度，全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速，信用
贷款占比提升，新发放贷款利率继续降低。到一季度
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0.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6%，增速比上年末低 2.7 个百分点，其中信用贷款
占比18.9%，比上年末高0.8个百分点。

到一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8.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比上年末低 1.8 个百分点，
一季度增加1.98万亿元，同比多增178亿元。其中农户
生产经营贷款余额7.25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创业
担保贷款余额 2513 亿元，同比增长 11%；助学贷款余
额1434亿元，同比增长12.3%。3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为4.93%，比年初低17个基点。

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0.77万亿元
同比增长24.6%

东北地区主要江河全线开江 据新华社银川电 （记者邹欣媛） 为更有
效利用有限水资源，宁夏今年起实施深度节
水控水行动，强化用水总量强度控制，明确
农业用水压减目标，完善一系列激励机制，
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
宁夏严格用水总量指标约束，水资源超载地区
暂停新增取水许可，临界超载地区限制审批新
增取水许可；坚决杜绝以引黄调蓄为名建设水
景观项目。同时，宁夏大力压减农业用水，坚持
以水定地、以水定产，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
量和灌溉面积增长，压减灌溉定额超过600立
方米的水稻、瓜菜等高耗水农业种植规模。

宁夏完善市场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与节
水服务企业合作开展绿色信贷，创新研发

“节水贷”等金融产品，对节水项目提供优惠
资金支持，对“零排放”工业企业和节水型
企业给予信贷优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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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5月9日电（记者
王越）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面对
去年严重秋汛导致的冬前苗情长势
总体偏弱等问题，山东积极落实各
项关键技术措施，推动小麦苗情转
化升级。目前全省 6003 万亩麦田
中，一、二类苗麦田占比达到 84%，

比冬前提高 32.4 个百分点，接近常
年水平，明显好于预期。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
处处长池方介绍，针对冬小麦播种
偏晚、土壤养分流失较重、底肥施
用不足的实际，山东成立粮食生产
专家指导组，建立帮包联系机制，
开展“攻坚克难夺夏粮丰收”“两增

两减虫口夺粮促丰收”“科技壮苗”
行动，因地因苗科学管理，分类施
策，全力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据最
新遥感监测分析，截至 4 月底，全
省除菏泽、聊城、临沂等市部分地
区偏差外，其余市大部地区冬小麦
长势较上年和近五年同期均呈现偏
好或持平状态。

在小麦防灾减灾和条锈病防控
方面，山东省财政统筹 6亿元资金，
对全省小麦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
目前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 4797万
亩次。

山东春季苗情明显好于预期
一、二类苗麦田占比达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