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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高质高效 建设成果丰硕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之三

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5376亿元全部下达完毕，集中
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
设、重大基础设施、区域协调发
展、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生态环
保等领域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
门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瞄准重点领

域加大补短板力度，加强基础设
施薄弱环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和质量，提高投资精准性和有效
性。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加
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进
度，有效促进了项目及早开工建
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有效
投资，切实发挥了中央预算内投
资效益和“四两拨千斤”作用。

（熊 丽）

预算投资瞄准重点

加大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对于保障不断增长的运
输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安全便
捷出行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我国充分发挥铁
路投资对稳投资、稳就业、稳
预期的促进作用，持续加大铁
路建设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建设
力度，铁路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8028亿元，其中国家铁路投
资完成7603亿元，地方政府和
社会资本投资完成 425 亿元；
新开工项目26个，新增投资规
模 3382 亿元；投产新线 4683
公里，其中高铁4100公里。到
2018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到13.1万公里以上，其中高
铁2.9万公里以上。

（熊 丽）

铁路建设投资加大
通关时间是衡量一个国家

营商环境的主要指标之一。去
年以来，海关总署全力推进全
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不断
优化通关流程，超额完成了全
年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三分之
一的目标。

进一步扩大开放，离不开
贸易便利化。海关打破申报地
域限制，企业可就近自主选择

申报地点和货物进出口口岸，
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同时再加
上“汇总征税”“关税保证保
险”等一系列创新举措，进一
步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增
加了企业的获得感。下一步，
口岸改革要继续聚焦口岸通关
效率，为我国推动高水平、高
层次开放夯实基础。

（顾 阳）

通关时间不断压缩

2018 年，全国公路水运完
成投资约2.3万亿元，超额完成
1.8 万亿元的年度预期目标，促
投 资 、促 消 费 、稳 增 长 效 果
明显。

加大公路水运建设投资，进
一步完善了我国交通路网，对于
加强人财物交流、推动资源要素
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合理
流动、促进解决就业起到了重要
作用。

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多点突
破。交通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交
通运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作用
更加凸显，行业治理能力持续提
升，智慧绿色交通加快建设，对
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平安交
通建设稳步推进，物流成本明
显下降，为转向高质量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王轶辰）

交通路网越织越密

农村公路建设关系到农民
致富，关系到农村兴旺，也关系
到农业发展，因而也关系到党和
国家事业的大局，“四好农村路”
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农村
路网规模不断扩大，共建共治格
局已经形成，运输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出行越来越方便。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还

有一些地区没有通硬化路，建
设需求依然巨大；养护问题依
然突出；法律法规制度标准还
不健全。下一步，要继续加大投
入力度，加快建设进度，把短板
补齐。此外，要完善规划、完善
政策，并加大落实力度，通过示
范县带动更多地区搞好“四好农
村路”建设。

（王轶辰）

农村路网规模扩大

2018 年，全国加快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再进城落户
1390 万人，超量完成任务。新
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人，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率直接反映了城镇
化的健康程度。

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
很快，城市基础设施、硬件建设
都在逐步完善。但是在医疗、教
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提高再
进城落户指标的同时，还应加强
精细化服务，使人人都有公平发
展机会。比如通过发展轨道交
通，使得出行更加便利；通过租
购同权，降低年轻人进入城市的
门槛；通过让名校建分校，使得
教育资源更加均衡等举措，提高
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姜天骄）

新型城镇化上台阶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
发展工程。近年来，累计已有1亿
多棚户区的居民“出棚进楼”。
棚户区改造的持续推进，对改
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补
上发展短板、扩大有效需求等
发挥了一举多得的重要作用。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
棚户区改造要严格把好棚改范
围和标准，重点攻坚改造老城区

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
区、林区、垦区的棚户区。要因地
制宜调整完善棚改货币化安置
政策，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力，
严禁借棚改之名盲目举债和其
他违法违规行为。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提 出 ，
2019 年，将继续推进棚户区改
造，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全年
任务。 （亢 舒）

棚改工程一举多得
2018 年以来，以 172 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为代表的
水利建设进展顺利。重大水利
工程不仅在传统的防洪、供
水、灌溉、发电、航运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解决水资源
过度开发、生态损害和水污染
严重等突出问题方面作用更大。

总的来看，我国水利工程体
系已基本形成，但从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要求来说，还存
在着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比
如，在防洪方面，缺乏一些控制
性工程；供水方面，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保障程度还需加强。

下一步，水利部将有序推
进节水工作。到 2019 年底，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要实现累计开工达到80%以上
的目标。 （吉蕾蕾）

水利建设进展顺利

我国从2011年开始创建高
标准农田，截至2018年底，全国
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6.4 亿亩。
其中，2018 年全年高标准农田
新增约8200万亩，完成了《政府
工作报告》的要求。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量提高
100 公 斤 左 右 ，亩 均 节 水
24.3%，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也
分别减少了13.8%和19.1%。

2019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将聚焦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对已建设完
的高标准农田全部绘制上图，实
现现代化、信息化管理，真正做
到建设一片、收效一片。按照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到 2022 年我
国要确保完成10亿亩高标准农
田的划定任务。

（乔金亮）

2018年全国耕地轮作休耕
试点面积 3130 万亩，超过了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
2018年，轮作在东北四省区的
基础上，新增长江流域江苏、
江西两省的小麦稻谷低质低效
区；休耕在地下水漏斗区、重
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
区的基础上，将新疆塔里木河
流域地下水超采区、黑龙江寒

地井灌稻地下水超采区纳入试
点范围。

当前，亟需把农业资源利
用过高的强度降下来，把农业
面源污染加重的趋势缓下来，
改变资源超强度利用的现状、
扭转农业生态系统恶化的势
头。轮作休耕就是要调整种植
结构，实现资源永续利用。

（乔金亮）

更多耕地得到轮休

高标准农田再增加

如 期 完 成 2018 年 新 增
200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目
标任务，是水利部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和节水优先方针的重要
举措，也是各级水利部门年度
重点任务。

节水灌溉与民生息息相
关。2018年以来，水利部会同
有关部委强化督导检查，同
时，指导各地协同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工程产权制度改

革和运行管护机制创新。
下一步，水利部将在制定

完善节水标准定额体系、建立
节水评价机制上下功夫，从源
头上把好节水关。力争通过 2
年努力，建立起覆盖主要农作
物、工业产品和服务行业的用
水定额体系；通过 3 年左右努
力，建立健全门类齐全、指标
科学、动态更新的节水标准定
额体系。 （吉蕾蕾）

节水灌溉取得实效
全国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达

到人均不低于490元的目标，新
增40元中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众所周知，降低患者医疗
费用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不
仅降低医疗费用的难度大，改
革持续时间长，而且改革成本
很高。而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和
报销比例，则改革成本低、见
效快。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
健全医保制度，逐年稳步提高

医保保障水平，为实现人人病
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此
同时，大病保险从无到有，为
重特大疾病患者减轻负担，切
实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在
国家的重视下，随着医疗基金
效能的进一步发挥，我国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还将进一步提
高，国民健康水平必将得到进
一步提高。

（吴佳佳）

医保补助保障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