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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加速改造
2021 年，全国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5.56 万个，惠及居民 965

万户，超额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目标任务。实践表明，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对于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需要、惠民生扩内需、

推动城市品质提升等都具有十分

积极的作用。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实实在

在的民生工程，不仅帮助群众改善

了居住环境，激发了老旧小区的生

机和活力，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

号召力，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作了

有益探索。在进一步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

群众意愿，切实抓好工程质量，确

保改造进度和效果。同时在推进

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动改造、吸

引市场力量参与、完善配套政策制

度等方面加快探索，把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亢 舒）

清洁取暖保卫蓝天
冬季供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事。目前我国供暖系统中仍有

大量的热源来自燃煤锅炉，不可

避免对环境产生了污染。推进冬

季 清 洁 供 暖 ， 是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北方地

区 清 洁 取 暖 面 积 约 156 亿 平 方

米，清洁取暖率 73.6%，超预期

完成目标任务。

下 一 步 ， 要 大 力 推 广 太 阳

能、风能供暖。在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地区的农村，可以整县域开

展“风光+蓄热电锅炉”等集中

供暖。合理发展以农林生物质、

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为主的生物质

锅炉供暖，并在地热资源丰富、

面积较大的乡镇，优先开展地热

能集中供暖。 （王轶辰）

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 ，党 中 央 、

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我 国 职 业 本 科 学 校 现 有 32

所，在校生 12.9 万人，2021 年招生

4.1 万人，目前全国专升本比例已

达 20%。2021 年 10 月份，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 2025 年

本 科 职 业 教 育 的 规 模 将 不 低 于

10%，更多职业学校毕业生将接受

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

考试招生是牵动职业教育改

革的“牛鼻子”。山东、江苏、江西、

四川、重庆、福建、安徽等地已经对

“职教高考”进行了试点，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和经验。

今年，教育部将在总结地方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职教高考”

的顶层设计。“职教高考”将成为高

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业本科

学校招生的主渠道。 （李 丹）

预算内投资补短板
2021 年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6100 亿元全部下达，较上年增长

100 亿元，这些投资用于集中力量

办国家层面的大事、难事、急事，积

极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农”

和水利、重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建设，充分发挥了政府投资的引导

带动作用。

202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坚持“项目走在投资前”、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坚持“要素跟

着项目走”，积极与“十四五”规划

相衔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下达，对于加大投资补短板、调结

构的力度，加快推进“两新一重”建

设，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等，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今年，要继续用好中央预算内

投资，进一步拓展投资空间，增强

投资增长后劲，进一步发挥有效投

资对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顾 阳）

医卫投入持续增加
国家医保局等印发通知明确，

2021 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 新 增 30 元 ，达 到 每 人 每 年 580

元。同时，明确 2021 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新增 5 元，达到每人每年 79 元。截

至目前，各地区均已落实两项提标

要求。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健全医

保制度，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世界

上 最大的全民医疗保障网，这张

保基本、防大病、兜底线的医疗保

障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人均医疗

卫生费用、人均预期寿命等各项指

标来看，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水

平较为合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

今后，医疗卫生投入将进一步

增加，国民健康水平也将得到进一

步提高。 （吴佳佳）

2021 年 3 月份，财政部发布

公告明确，自 4 月 1 日起将航空

公司应缴纳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

标准降低 20%。

为支持民航业发展，2019 年

7 月 1 日起，相关部门已将航空

公司应缴纳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

准降低 50%。2020 年，为支持民

航企业抗击疫情，还实行了全年

免征。

此次进一步降低征收标准，

有利于帮助航空公司渡过疫情难

关、恢复发展。

降低民航发展基金航空公司

征收标准，可以直接减轻航空公

司成本负担。经过此次调整，航

空公司缴纳民航发展基金标准较

2019 年之前降低了 60%，正常情

况下每年可减轻企业成本支出约

80 亿元，增强了行业发展信心和

发展动能，为行业实现快速恢复

注入动力。 （曾金华）

2021 年，财政部持续加大科

技投入，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深化

管理改革，支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切实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和安全稳定能力。

在中央本级支出继续负增长

的情况下，安排中央本级科学技术

支出 3205.54 亿元，重点保障科技

支出。同时，优化支出结构，加大

对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支持力

度 。 中 央 本 级 基 础 研 究 支 出

720.91 亿元，同比增长 15.3%。

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出台政策举措，扩大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自主权，为科研人员

“松绑”，为创新创造加力。其中，

预算科目大量精简，间接费用比例

大幅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

“人”的费用可达 50%以上。

（李华林）

为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拉动有

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作

用，过去一年，财政部会同相关部

门，持续强化专项债券管理。严把

资金支持方向，指导地方按照“资

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加大对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十四五”规

划《纲要》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坚

决不撒“胡椒面”。

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累计发行 3.43 万亿元，占下达

额度的 98%，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

成。资金全部用于党中央、国务院

确定的重点领域，其中约五成投向

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领域；约三成投向保障性安

居工程以及卫生健康、教育、养老、

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约两成投向

农林水利、能源、城乡冷链物流等，

较好保障了地方合理融资需求，有

效发挥了专项债券“四两拨千斤”

的带动作用。 （李华林）

在实施减税降费中，我国对制

造业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进一步加

大。2021 年 3 月 15 日和 31 日，财

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

确，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

政 策 执 行 期 延 长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制

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至 100%；企业预缴申报当年

第 3 季度或 9 月份企业所得税时，

可以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

费 用 享 受 加 计 扣 除 优 惠 政 策 。

2021 年 9 月，税务总局发文明确，

企业 2021 年度可提前享受前三季

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企业研

发和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稳

定市场主体、保障就业和民生、稳

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华林）

帮扶航企恢复发展

强化专项债券管理

科技投入持续加大

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2804 个

县实现有 1 家以上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各地区均

实现 60%以上的县至少有 1 家普

通 门 诊 费 用 跨 省 联 网 定 点 医 疗

机构。

实现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可以减轻患者垫付资金的压力，

同时减少其来回奔波之苦。近年

来，我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工作稳步推进，住院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规模不断增大，门诊慢特病

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开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参保群众

享 受 到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服务。

今后，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

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医疗服务监

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引导

群众在本地就医，从源头上降低个

人异地就医成本。 （吴佳佳）

跨省就医更加便捷

民 生 改 善 有 力 有 效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二）

2021 年，工信部积极推进网

络提速降费，电信企业持续降低移

动流量、家庭宽带和中小企业专线

宽带资费，超额完成了《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网络提速降费目标

任务。

其中，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

均资费大幅下降，不仅是实实在在

的惠企政策，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尤其是信息化投入成本，还将加快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小

企业搭上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有效激发企业

活力。

数据证明，网络提速降费大幅

降低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企

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不断提升。下

一步，随着光纤网络的进一步普

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规模

的扩大，中小企业宽带资费下降还

有一定空间。 （黄 鑫）

提速降费激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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