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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经济参考
报》7 月 8 日刊发文章《年中经济观察｜
助企纾困促增长 政策合力稳预期》。
文章称，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缓缴
社保费、减免房租和水电气费、加码信
贷支持……对于一些因疫情等因素影
响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有关部门加大
纾困帮扶力度，各地落实落细相关举
措。年中之际，记者在一线采访获悉，
助企纾困组合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轻
装上阵”，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发展信心
持续增强。

——减税降费缓解压力“放
水养鱼”成效显现

长春三友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研发新材料、环保材料为主
要方向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
以来，政府部门点对点地对企业进行
服务并为企业降本减负。仅增值税退
税一项就达 130 万元，还帮助企业缓缴
了 41 万元增值税以及失业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长春三友智造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白大成告诉记者，纾困
政策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保证了稳
产增产。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阶段性缓
缴社保费，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降
低用水用电用气用网等成本，房租减免
……今年以来，一揽子减税降费举措加
快落地，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预计上半
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将新增退
税 减 税 降 费 及 缓 税 缓 费 约 2.86 万 亿
元。人社部数据显示，1 至 5 月，全国
273 万户企业获得稳岗资金共计 129 亿
元。全国工商联会同相关机构 6 月开
展的“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显示，今年
租金、水电网等成本减免的小微企业占
比提高 51%。

“真金白银”直达企业，“放水养鱼”
成效显现。前 5 个月，全国新办涉税市

场主体 554.7 万户，同比增长 6.2%，其中
99%是中小微企业。6 月 1 日-25 日，全
国小微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比 4
月、5月分别提高 14.6个、3.4个百分点。

年中之际，不少地方在加快落实落
细稳企纾困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
减负降本新举措。浙江提出，加大力度
落实国家及省出台的各项减负降本政
策，力争 2022 年前三季度累计为企业减
负 2200 亿元。河北提出，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
行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措施，将惠及
336.3 万户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降低用电成本 11.1亿元。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疏通企业融资堵点

聚橙网络是一家互联网信息安全
技术服务商。该公司总经理梅林告诉
记者，之前公司投入了较多研发资金用
于软硬件技术开发，但这些研发要转化
为生产力和现金流需要一定时间，一度
为资金紧缺犯愁。“有关银行为我们提
供了 200 万元的信用快贷，解了公司‘燃
眉之急’。通过手机就能随借随还，而
且额度高、期限长。”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对各类银行支
持普惠小微明确提出量化指标。央行
两次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
行，同时推出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信贷支持力度。提升融资可得性、降低
综合融资成本，让不少受访企业感叹：

“融资环境确有明显好转！”
相关数据印证了企业感受。前 5

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规模超过去
年同期；截至 4 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 53.54 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
企 业 贷 款 总 额 20.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速
21.64%；今年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获贷
的利息成本环比下降 36 个基点，获得低
息、免息贷款等金融支持的小微企业占

比提高了 37%。
作为货币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连接

器”，银行业也围绕纾困小微加快推出
创新产品。例如，工商银行推出“开工
贷”“物流贷”等产品，满足小微企业“短
急频小”资金需求。中信银行针对“专
精特新”小微企业推出秒申秒贷、随借
随还的“科创 e 贷”，截至 5 月末，向 1000
多户“专精特新”小微企业累计发放信
用贷款近 70亿元。

部分企业在受访中也表达了一些
新诉求。杭州鼎升机械有限公司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公司主要生产钢质手提罐

（箱）产品，销往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不少，但在实际操
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期待能有更
多更灵活更实用的金融产品，为企业

‘火速救急’。”
在 7 月 5 日召开的“助微计划”推进

会上，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丁
晓芳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抓
实抓细纾困政策在基层落地，加强对困
难行业企业的精准对接。中国银行业
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邢炜表示，
将着力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质效，加快发
展数字普惠业务。

“通过金融科技应用，可以更加精
准地识别中小微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并
以此为基础进行产品开发，提升支持效
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认为。

——创新赋能转型升级 增
强企业发展后劲

产出效率提升 8%，人均效益增长
5.9%，运营成本降低40%……车间技改完
成后，浙江品诺机械有限公司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公司董事长王继阳说：“数
字化改造让企业真正实现了提质降本
增效，拥有了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

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
项行动，开展智能制造进园区活动；引
导中小企业设备上云、管理上云、服务
上云、数据上云；提升“专精特新”等重
点企业数字化应用能力，推动中小型制
造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今年以来，
有关部门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支持力度，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
势明显，发展后劲更足。

随着重型吊车的缓缓移动，建筑塔
吊的拆除，位于中国汽车空调零部件制
造基地（浙江龙泉）的浙江三田汽车空
调压缩机新建智能工厂完成土建工程，
进入工厂内部安装施工阶段。作为当
地汽车空调产业集群的领头企业，三田
智能工厂作为汽车空调零部件产业数
字化转型的示范性工程，计划今年年底
完成调试投产，拟新增 100 万台成品组
装产能。

“公司上半年已完成销售订单 67 万
台、销售收入 3.06亿元，预计全年完成销
售订单 138 万台、销售收入 6.2 亿元；年
底计划完成‘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项目
评定，同时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空调
压缩机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实现制造方
式转型示范。”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剑说。

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
年均增长 10%以上；推动形成一百万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十万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十 四 五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规
划》明确了系列新目标。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
任单立坡对记者表示，多部门多地方持
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的力度、广度和
深度，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健全
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下半年随着
政策更快落地显效，将进一步提振企业
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记 者 班娟娟 向家莹 魏一骏
北京 杭州报道）

每年 7 月下半月至 8 月上半月，是
我国的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
国多地遭遇严重强降雨，汛情、灾情牵
动人心。当前情况如何？对即将到来
的“七下八上”有何研判、如何应对？就
近期防汛救灾热点话题，有关部门负责
人在 8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进行了回应。

“今年入汛时间早，暴雨过程多，局
地灾害重。雨情、汛情、灾情主要有‘三
多、三重、一降’的特点。”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
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说，一是强降雨过
程多，雨区高度重叠；二是超警河流多，
珠江流域汛情重；三是工程险情多，山
洪地质灾害重；四是灾害损失重，人员
伤亡大幅下降。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

司负责人王亚伟介绍，全国自 3 月 17 日
入汛以来，平均降水量为 280.6 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 10.7%，为 2017 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多。降雨呈现出南北两条多
雨带的特点，在南方，珠江流域的降水
量为历史同期最多；在北方，辽河流域
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
广表示，全国主要江河共发生 9 次编号
洪水，为 1998 年以来同期最多。珠江流
域 西 江 、北 江 发 生 7 次 编 号 洪 水 ，为
1949 年以来最多。全国共有 487 条河
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周学文表示，今年以来，洪涝灾害导
致 2180.5 万人次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647.6 亿元，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123.9
万人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失踪 40 人，
与近五年同期均值相比明显下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周学文介绍，预计 7月到 8月，我国
北方地区和华南、西南等地降雨偏多，洪
涝灾害偏重；新疆、华东、华中等地可能
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登陆台风以
西北行为主，同时北上登陆的可能性大。

“防汛工作面临南北双重压力，防
汛形势不容乐观。”周学文说，南方地区
前期汛情较重，水毁工程多，后期仍然
有较强降雨和台风影响；北方地区防灾
基础薄弱，多数未经受大洪水考验，必
须高度警惕。

周学文表示，下一步，国家防总、应
急管理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
思维，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进
一步强化江河洪水的防御、山洪地质灾
害的防范、水库的安全度汛、城市防洪
排涝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他进一步表示，要着重从五方面下

功夫，进一步强化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
即防汛责任要突出“实”、预警研判要突
出“准”、转移避险要突出“早”、抢险救
援要突出“快”、救灾救助要突出“细”。

“下半年将迎来南北两线强降雨引
发地质灾害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地
质勘查管理司司长于海峰表示，自然资
源部将紧盯强降雨区，统筹做好南北两
线地质灾害防范；与气象部门共同会商
研判，滚动发布预警，为提前组织转移避
险争取更多时间；探索实行“隐患点防
控”向“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转变，指导
督促地方加强对隐患点外临沟、临崖、临
坡等重点地段风险排查，在遭遇强降雨
和高风险预警时坚决组织受威胁群众提
前转移；加强宣传培训演练，提高群众的
主动防灾意识和临灾避险能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
长王志宏表示，在指导地方做好汛期应
对工作的同时，继续抓好长远，已会同
有关部门印发《“十四五”城市排水防涝
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明确了重点任务
和要求，持续推进排水防涝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 7月 8日电

“七下八上”即将来临，防汛形势如何？
—有关部门负责人详解近期汛情灾情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组织编写的《我当代表
为人民——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故事》
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选取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的 100 件议案和建议，以讲故事的
方式呈现代表议案建议提出和办理的
全过程，回答了“人大代表为什么要提
出议案建议”“国家机关怎样办理议案

建议”“为什么代表议案建议能够把人
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转化为国家法律政
策”等问题，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
主如何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该书为人大
代表相互学习交流提出高质量议案建
议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社会公
众了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过
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一个视角。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8 日电 （记者
马晓澄 洪泽华） 2022 中国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大会 8 日在广东汕头开幕。
会上发布的多份数字经济报告显示，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继续快速增
长，数字经济已经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
变为经济发展的引领力量。

根 据 中 国 信 息 通 信 研 究 院 发 布
的《中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报 告（2022
年）》，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2%，占
GDP 比重达到 39.8%。数字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
更加明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
勤介绍，2002 年到 2011 年，中国数字经
济增速低于同期 GDP 平均增速，数字
经济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2012

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的
比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年均增速显著
高于同期 GDP 平均增速，已成为支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
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数据量最大、数据类
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25年，
中国数据总量全球占比将接近3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
长张立说，数据显示中国的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成果逐步凸显。未来随
着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效率提
升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推动数字经济
整体规模持续增长。

“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在保持规
模高速增长的同时，正向基础更牢、结构
更优、动力更足方向迈进。”张立说。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经济
参考报》7 月 8 日刊发文章《商务部：预
计 6 月外贸将维持较高增长》。文章
称，7 月 7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
以来，中国外贸顶住国内外多重压力，
总体实现稳定运行。1-5 月，以人民币
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3%。预计 6
月仍将维持较高增长。

束珏婷同时指出，从近期对部分地
方、行业和企业的调研情况看，下半年我
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外需看，受地
缘政治冲突、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快收紧
货币政策等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恐放缓，
贸易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从国内看，下
半年外贸基数明显抬高，企业综合成本

仍在高位，接订单拓市场仍有难度。
不过，她强调，全年外贸实现保稳提

质仍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外贸产
业基础雄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二是各项稳外贸政策将持续落地见
效。各地进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优化细化政策措施，激发外贸
产业韧性和活力。三是新能源等行业增
长势头良好，下半年有望继续贡献增量。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地方、各
相关部门落实好稳外贸政策措施，从推
动外贸领域保通保畅、加大财税金融支
持、帮助企业抓订单拓市场、稳定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持续发力，继续支
持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帮助广
大 外 贸 企 业 稳 定 健 康 发 展 。”束 珏 婷
说。 （记者 王文博 北京报道）

《 我 当 代 表 为 人 民 — 人 大
代表议案建议故事》出版发行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
占GDP比重近四成

商务部：预计 6 月外贸将维持较高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经济
参考报》7 月 8 日刊发文章《上半年我国
快 递 业 务 量 预 计 超 500 亿 件》。 文 章
称，7 月 7 日，国家邮政局举行 2022 年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2 年
6 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并介绍
上半年行业运行情况。国家邮政局发
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
含表示，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在严峻
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规模短暂下降后
快速筑底修复，市场规模实现正增长，
能力质效有所提升，在畅通经济循环
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战略性
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显现。

报告数据显示，6 月，中国快递发
展指数为 289.4，环比增长 7.5%。其中，
发 展 规 模 指 数 为 386.5，环 比 上 涨
12.1%；发展能力指数为 221.6，环比上
涨 11.7%。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快递
业务量预计将超 500 亿件，业务收入预
计达 5000 亿元。目前，日均业务量已
恢复至 3亿件以上，超去年同期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中部地区
发展态势良好，业务量增速预计将超
11%，在全国的占比预计提升一个百分
点以上，大部分省（区、市）业务量增速
超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带动行业增长的
重要力量。 （记者 梁倩 北京报道）

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预计超 500亿件

7月 8日，船舶有序通过三峡五级船闸（无人机照片）。
来自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6 月，三峡枢纽通过量 7698 万吨，同比上升

5.7%，创三峡枢纽半年通过量的历史新高。 新华社发 （郑家裕摄）
三峡枢纽半年通过量创历史新高

2022 年大同黄花丰收活动月启幕

“致富花”香飘云中 丰收季共享喜悦

（上接第一版）黄花种植户代表杨旗分
享了他的黄花致富经；国家一级演员、
电影《建国大业》中周恩来扮演者刘劲
和房东的猫民谣演唱组合王心怡、吴佩
玲获授“大同黄花品荐官”；采摘的头茬
黄花将由“护花使者”启程送往北京，以

“忘忧大餐”形式呈现在央视电影频道
演播室和全国亿万观众面前。

启动仪式后，卢东亮、张强等与出
席黄花产业发展论坛的相关领域领导、
专家及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介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情况和黄
花产业发展概况。会上，大家围绕大同
黄花产业发展，就推动产学研结合、农
文旅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对外出
口、深度开发产品、加强营销推广、带农
益农富农等方面提了很多有见地、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卢东亮、张强真诚希望
各位领导、专家提出更多好思路、拿出

更多好建议，为大同黄花产业及农业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献策出
力；希望与会企业家在黄花种植、加工、
营销等方面与我市开展更深入、更全面
的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
层次，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据了解，本次丰收活动月以“花开
忘忧 富民增收”为主题，将持续至 8 月
下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期间，大同
黄花产业发展论坛、黄花菜品美食大赛
展、忘忧音乐节、黄花产销对接会、国际
体验官走进大同、黄花农文旅融合等活
动也将依次亮相。同时，我市还将通过
线上、线下多种途径，拓展黄花销售渠
道，扩大黄花消费群体，并在北京央视
电影频道设立直播间，全程直播现场情
况，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及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进行现场访谈，与大同主会场
各活动现场随时连线报道。

（上接第一版）在启动仪式现场，云州区
唐家堡村黄花种植合作社带头人杨旗
分享了他的黄花致富经，并表态，“一定
会带领农民群众把黄花种好、摘好、卖
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让更多消费
者吃上绿色、有机、健康的大同黄花。”

活动现场还颁授了“大同黄花品荐
官”证书，举行了头茬黄花“进北京 话
丰收”启程仪式，表演了原创舞蹈诗剧

《天下大同——平城盛景》。

8 时 30 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卢
东亮宣布：“2022 年大同黄花丰收活动
月启动。”

产业发展论坛、美食大赛、忘忧音
乐节、产销对接……黄花为媒、旅游会
友，文旅搭台、经济唱戏，在随后的一个
多月时间里，热情的大同人民将喜迎八
方宾客，为大家提供一个欣赏黄花美
景、品鉴黄花佳肴、聆听黄花故事、繁荣
黄花文化的农文旅融合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