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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
电(记者康淼 、凌军辉 、王
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含
“金”量很高，除了有关民生
的数字指标“抓人眼球”外，
报告更是作出了一系列包
含“务必”“一定”“必须”“确
保”“决不”等表述的“硬承
诺”，不说空话、不留余地，
传递出三大信号。

信号 1：“减”去

负担，“加”出活力

报告指出，实施更大规
模的减税。“确保主要行业
税负明显降低。”“确保所有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今年
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
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
下降。”

这份减税降费的“硬承
诺”直击当前实体经济的痛
点和难点 ，彰显公平和效
率，目的是让企业有明显的
获得感。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说，
近 2 万亿元减税降费清单
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
效的体现，也是今年普惠性
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发
力的目标。

报告还指出，着力缓解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
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
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全国人大代表、宏东
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兰平勇说，一方面通过定
向降准等手段引导金融机
构扩大信贷投放，精准支
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通
过清理规范收费等让融资
成本明显降低。“这将有效缓解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让
融资环境更加公平。”

减负担，加活力，添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

长袁亚非说，报告提到“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民间投资”
“小微企业”多次。“国家给民营企业
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对民营企业

的支持实实在在。”

信号 2：“托”抬民生，

“托”起希望

报告指出：“今年财政收支平衡
压力加大，但基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
不减。”“我们要尽力为群众救急解
困、雪中送炭，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
决兜牢。”“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
政运转压力，决不让基本民
生保障出问题。”

报告对于民生支出浓墨
重彩：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
排超过 1 万亿元，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
元，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
到 60% ……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郭玉
芬认为，报告直接抓住百姓
生活中的具体痛点、难点，提
出实招、开出“处方”。

民生实招还有很多，如
“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抓
紧制定专门行政法规，确保
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按
时拿到应有的报酬”“让用户
切实感受到网速更快更稳
定”“我们要切实把宝贵的资
金用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 教 育 ，托 起 明 天 的 希
望”……

“硬承诺”背后是政府
要过“紧日子”。中央财政
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
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一般性支出压减 5% 以上、
“三公”经费再压减 3% 左
右……

信号 3：规范律

己，实绩说话

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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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克服‘准入不准
营’的现象。”“坚决治理多头
检查、重复检查。”“决不允许
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决
不允许刁难企业和群众。”

“硬承诺”需要政府“硬
作为”。报告对政府行为做出

一系列强制性规范，对监管者也要强
监管、立规矩，态度坚决、不留余地。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律师协会
名誉会长洪波说，在一些领域，个别
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手中的权
力，避重就轻、优亲厚友，潜藏腐败
风险，影响公平、开放、透明营商环
境的打造。“报告坚持问题导向，坚
决向执法领域的丑恶现象说不，减少
执法过程中的人为干预。”

报告还指出，决不能“新官不理旧
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
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政府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市场才
会形成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全国工
商联副主席、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东生代表认为，只要平等保
护、公平竞争，就能够增强民企信心，
增加市场活力。

2018 年，中国就业亮出满意成绩
单。步入 2019 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
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 . 5 % 左
右……这些预期目标如何达到？如何缓
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如何推动就业与经
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

翻阅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五大
发力点将促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
的就业。

发力点 1：就业优先，重

视就业、支持就业导向更鲜明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首次将
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
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如何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
业，对于一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
大国来说，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
荣表示，这意味着就业政策与宏观调控
的互动更加丰富，释放出稳就业的积极
信号。

发力点 2：灵活就业、新

就业形态将获更大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对灵活
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近年，在创业
创新政策支持下，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拉动就业的重要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分中
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对此深有感触：
“电商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外卖、快递等
新兴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更多就业渠
道。”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
2018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469575 亿
元，增长 7 . 6% ，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 52 . 2% 。吸纳就业能力强，更具灵
活就业优势的第三产业发挥就业“海
绵”作用日渐凸显。

“处于发展初期的新经济还存在一
定问题，应注重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创
新行政管理方式，逐步健全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并探索适合其发展特点的社会
保障机制。”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
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说。

发力点 3：培养高技能

人才推动就业创业

报告提出了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

业。其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既
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
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被提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机匣加工厂加
工中心操作工栗生锐表示，今年他带来
了“加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扩大本
科范围并逐步设立研究生学历”等建议，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才选择应用型技术
技能岗位。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

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
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
面、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支持企业和社会
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利于培
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不仅有利于缓解企
业‘招工难’‘就业荒’的情况，对于我国制
造业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栗生
锐说。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对于缓解就业结构性矛
盾、有效推进新增劳动力就业创业、高
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可让青年凭
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三百
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发力点 4：加强重点群

体、困难群体就业帮扶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扎实做好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
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

这意味着就业的扶持、援助体系
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此前的地方两会
上，各省区市已在开展技能培训、加大
灵活就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
面就抓好重点群体、困难群体帮扶提
出方案，“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成为
热词。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州市市
长曾文明表示，关注重点群体，帮扶创
业群体，政府将努力做好兜底保障，
“提高产业扶贫覆盖面，举办具有针对
性的专场招聘会，设立公益性岗位定
向安置就业困难群体，帮助解决融资
难、招工难的实际困难，加大财政投入
帮扶创业群体。”

发力点 5：减税降费政

策拓展就业空间

减税降费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重要内容：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
企业税收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对招用农村贫
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
免……这些措施，既有利于企业发展，
也有利于扩大、稳定就业。

代表委员认为，减税降费带来联
动效果，稳就业与降成本挂钩，既减轻
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
于落实促进就业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印孙说：“企业‘减负担’后
可以扩大生产，提高员工招收数量，这
有利于扩大就业；同时还可以将‘减’出
来的资金用于加强员工技能培训等方
面，增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而
稳定就业。”

(记者叶昊鸣、张辛欣、吴锺昊、李
铮、有之炘、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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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苏州市“春风行动”综合招聘会上，求职者在了解招聘信息
(2 月 15 日摄)。 新华社发(王建康摄)

“这意味着就业政策与

宏观调控的互动更加丰

富” ——— 莫荣委员

“应注重营造宽松的营

商环境，创新行政管理

方式，逐步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体系，并探索适

合其发展特点的社会保

障机制”

——— 沈南鹏委员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

才选择应用型技术技能

岗位” ——— 栗生锐代表

“设立公益性岗位定向
安置就业困难群体”

——— 曾文明代表

“企业将‘减’出来的资金
用于加强员工技能培训
等方面，稳定就业”

——— 林印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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