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到

专项债券有力拉动投资增长，一系列积

极的财政政策措施成为 2022 年宏观调

控的重要亮点。今年以来，我国财政政

策 着 力 提 升 效 能 ，更 加 注 重 精 准、可 持

续，通过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实施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保证财政支出强度，

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推动财力下沉，持

续改善民生，有效促进了宏观经济大盘

稳定。

保持适当支出强度

2022 年，面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

集中发力，有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在支出政策方面，保持适当支出强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其中，安排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71 万亿元，比上年

扩 大 2 万 亿 元 以 上 ，可 用 财 力 明 显 增

加。此外，年初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3.6 万亿元，三季度又依法盘活 5000

多亿元结存限额。优先支持已纳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等重

点项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

大对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现

代 农 业 等 领 域 及 区 域 重 大 战 略 的 支 持

力度。

面对收支“紧平衡”，我国较大幅度增

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特别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规模，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

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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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比往年大幅提高，支持基层

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和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运转。

此外，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将符合条件的惠企利民资金全部纳入

直达范围，资金总规模约 4 万亿元，比上

年增加约 1.2 万亿元。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资金快速精准下达和使用，惠企利民

政策效果明显。

“总的来看，2022 年财税政策能出尽

出，留抵退税早退快退，专项债券早发快

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高效平稳有序，在

应对和化解超预期冲击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

真金白银减负纾困

时值隆冬，气温降至冰点，打陀螺、溜

冰车激发起人们的“冬趣”。辽宁春夏秋

冬文旅有限责任公司也借机进一步打造

“奇幻冰雪 童趣无限”芦湖小镇旅游项

目，但受疫情影响，今年游客接待量较以

往明显下降。

在税收大数据分析中，当地税务部

门 了 解 到 该 公 司 符 合 增 值 税 留 抵 退 税

政策条件，于是主动上门提供个性化政

策解读和操作辅导。“有了 353 万元退税

款 的 支 持 ，我 们 对 企 业 经 营 复 苏 有 信

心 。”春 夏 秋 冬 文 旅 公 司 财 务 负 责 人 王

宁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减负纾困力度，

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增

强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其中，

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聚焦小微企业和重

点行业加大留抵退税力度，将所有符合条

件的小微企业以及制造业等 6 个行业纳

入政策实施范围，

并进一步扩大到批

发和零售业等 7 个

行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量留抵税额、

一次性全额退还存

量留抵税额。

大规模留抵退

税加速推进，优先

安排小微企业，大幅提前中型和大型企业

存量留抵退税时间，助企纾困效果立竿见

影。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0 日，全国税务系统合计办理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7 万亿元。其

中，已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

款达 23097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

的 3.5 倍；新增减税降费 7896 亿元；累计

办理缓税缓费 6797 亿元。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国家税

务总局总审计师兼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

蔡自力表示，从政策效应看，留抵退税是

真金白银，发挥了为企业“输血”“活血”的

积极作用。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较多困

难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有 效 进 行“精 准 滴

灌”。比如，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对小规模纳

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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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

（下转第三版）

202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初四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4406 期 （总 14979 期）

向农业强国目标奋进

金观平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刚刚闭幕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明确了新时代新

征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纵观世界强国发展史，一个国家要真正强

大，必须有强大农业作支撑。农业强国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无论是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抑或是夯实国

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从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来看，当前粮食供求仍呈紧平衡，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从高质量发展来看，农业

不仅是基础，更关系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成色；

从国家安全基础来看，“三农”不仅关系粮食安

全，也关系农村稳定和治理有效。可以说，建设

农业强国是形势所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

得长足发展，具备了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

进的基本条件。农业产量和增加值均居世界第

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但是，我国还不是农业强国，基础不牢、大而不

强、多而不优等问题仍然突出。与主要农业强

国比，在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建设农业强国，既是农业

发展进程的提速，也是农业发展质量的跃升。

可以说，建设农业强国也是主动作为。

建设农业强国既有一般规律、共性特点，更

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这是因为，建

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有其自身特点。比如，在粮食安全路径上，依靠

自己力量端牢 14 亿多人的饭碗。再如，在农业经营制度上，

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理，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

农耕文明，推进共同富裕，都是应有之义。因

此，建设农业强国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

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

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

业强国模式。

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

务，将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

程。着眼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

规划，明确重点，循序渐进，务求实效。

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从国际上看，

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

题。从自身来看，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未来一个时期，随

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农产品需求仍呈刚

性增长态势，保障粮食安全压力更大。要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千方百计调动农

民积极性，改造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最终实现农

业保供能力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跨越。

要以创新为动力。在水土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农业增产必须靠科技创新。同时，在生产成

本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农业发展还要靠机制创

新。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由依靠传统要素驱

动向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由产业链相对单

一向集聚融合发展转变。通过机制创新，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最终实现农

业从科技装备到经营体系的全面提升。

要以农村现代化为支撑。农业强国，实质

是“三农”强，不仅要农业强，也要农村美、农民

富。因此，建设农业强国，不能仅强调产业发

展，而是要协同部署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建设，一体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要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

在农村，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短板，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最终实现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面进步。

回 信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今年恰逢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

成立 70 周年、东方歌舞团成立 60 周年，

谨向你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

祝贺和诚挚问候！

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

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在文艺繁荣发展、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

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的重要

“文化使节”、亮丽“文化名片”。一代代

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

歌、为人民起舞，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

使命担当。

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唱响新时代

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为繁

荣发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

2022 年 12 月 24 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12 月 24 日给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的艺术家们回信，勉励他们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今年恰逢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

成立 70 周年、东方歌舞团成立 60 周年，

谨向你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

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你们认真贯

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

的文艺作品，在文艺繁荣发展、服务对

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成

为 新 中 国 的 重 要“ 文 化 使 节 ”、亮 丽

“文化名片”。一代代艺术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歌、为人民起

舞，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表示，希望你们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崇德尚艺，守

正创新，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

中国人的精气神，为繁荣发展文艺事

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前身主要

有两个，分别是1952年12月成立的中央

歌舞团和 1962 年 1 月成立的东方歌舞

团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该 集 团 创 作

演 出了舞蹈诗画《国色》、舞乐《中国

故事·十二生肖》、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舞绘〈千里江山图〉》、音乐剧

《绽 放》等 一 批 广 受 好 评 的 文 艺 作

品。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 10 名

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新

时代十年开展文艺创作的收获，表达

牢 记 初 心 使 命 、用 艺 术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决心。

在建设农业强国中大显身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

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

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

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

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铆足干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走进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永

胜农机合作社的农机库房，大马力拖拉

机等各类农业机械，为今年的粮食丰收

立下汗马功劳，在保养后尽数入库。

合作社理事长刘明坤笑着说：“今

年我们种植了两万余亩大豆，通过良

种、良法和良机的结合，平均亩产在 400

斤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

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这

让我们广大农民感到很振奋。”刘明坤

说，明年要引入先进农业机械和种植技

术，为更多农户提供生产托管社会化服

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粮食产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靠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在南海之滨的海南三亚，从田间地

头到实验室，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科研

人员步履不停。连日来，中国农业科学

院国家南繁研究院院长彭军一边带领

团队开展攻关，一边频繁辗转各试验基

地对接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实现高

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这让我们感

到莫大的鼓舞。”彭军说，中国农业科学

院正整合全院资源、创新运行机制支持

“南繁硅谷”建设，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国民营养健康等重大需求，聚焦农

业基础性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育种技

术持续开展研究。

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小辛集乡，

连片的大田里，冬小麦长势正好。蒙城

县去年探索“一村两作区”改革新模式，

将各村耕地划分为流转耕作区和自种

耕作区，继续种地的农户在“自种区”经

营，大户在“流转区”开展规模经营。

小辛集乡党委书记张朝阳说，深化

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

土地关系这条主线。“通过实行‘一村两

作区’，培养了一批种粮大户。改革也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让一部分村民保留

了土地，并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提

高亩均收益约 50 元。”

张朝阳表示，2023 年在继续推进

“一村两作区”改革的同时，还将注重培

养职业化农民，从政策层面强化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收益保障力度，让广大

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切 实 保 障 粮 食 和 重 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 给 始 终 是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 头 等 大

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社下村千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虽然天气渐

寒，却一片繁忙火热的景象，机械在田

间来回开展表土剥离，工人们正忙着修

筑灌溉排水渠。

在一旁协调现场施工进度的社下

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发智介绍，建设高标

准农田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不仅“种得

舒心、收得高产”，还在今年干旱时期起

到关键作用，大大减少农民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把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让我们

更加坚定了信心。”曾发智说，目前 2022

年计划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已全线开工，

下一步将加快项目进度，保质保量，争

取明年春耕前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10年来持续攻关，一直扎根田间地头

培育油菜优良品种的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油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黄桃翠团队培育

出庆油3号油菜新品种，亩产量能达到200

公斤，含油量49.96%。 （下转第二版）

积极财政政策着力提升效能

□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全力拼经济本报深圳 12 月 25 日讯（记者杨阳腾）近段

时间，得益于精准高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和通关

保障，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生产不停档、供应不

断链，抢抓岁末节庆时机，提升对欧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据显示，今

年前 11 个月，深圳出口电脑等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手机、锂电池等共计 4280.6 亿

元，同比增长 25.1%。

尽管天气寒冷，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厂房里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公司

通过新兴线上网络平台，持续提升品牌影响

力，拓展海外销售渠道。深圳海关也在通关环

节对公司急需的物料进行快速验放，助力开拓

海外市场。”冠旭电子董事长吴海全表示，今年

前 11 个月公司出口额近 1.7 亿元。

在昂纳科技（深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

通信器件无尘车间内，机械手正在程序控制下

自动拾取光器件的光纤。公司生产部经理陈

晓坤介绍，为确保企业生产不停档，坪山区政

府帮助解决了防疫物资等后勤保障。深圳海

关将公司纳入外贸重点企业名单，地方防疫及

交通部门多方联动，保障生产关键零配件供应

及时快速。目前，昂纳科技正抢订单、拓市场，

全力拼经济。

“在深圳海关帮助下，我们预约跨境车辆

比以前更加快捷，相关费用和成本也下降了很

多。”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务经理

唐磊表示，作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型企

业，跨境运输和通关便利化对企业经营至关重

要。自 12 月 12 日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运输优化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

式，防疫要求和预约模式都有变化。豪鹏科技及时制发最新的物流运输

作业指导书，确保公司进出口货物畅通无阻。

12 月 24 日，四川省泸州市白沙长江大桥建设项目现场，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向年底基本完成钢箱梁片吊装合龙目标冲

刺。白沙长江大桥是国务院《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 年）》中规划的合江新城过江通道工程，对完善

泸州交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李贵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