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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7月2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研究加
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问题。习近平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充分挖掘
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央财办
（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盐
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实施一系列硬措施，守住了
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同时
要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

粮化”、“非农化”问题依然突出，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
尚不稳固，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新时代新征程
上，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而是更加艰巨。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尊重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久久为功，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

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突出把握
好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等重大要
求，进一步采取过硬实招。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落实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要全力提升耕
地质量，真正把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
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要改革完善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将各类对耕地的占用统一纳入占补
平衡管理，坚持“以补定占”，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
度。要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极
性，建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
规模经营，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形成粮食主
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耕地保护合力。加强撂荒地
治理，摸清底数，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把撂荒地种好用
好。要积极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加强科技研发

和生产投资，探索有效发展模式，突破我国传统耕地稀
缺的自然条件限制。对违规占用耕地进行整改复耕要
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宣传解读，适
当留出过渡期，循序渐进推动。

会议指出，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
良的重要方面，我国盐碱地多，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趋
势加剧，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意义重大。要充分
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
升，有效遏制耕地盐碱化趋势，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
文章。要全面摸清盐碱地资源状况，研究编制盐碱地
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分区分类开展盐
碱耕地治理改良，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
资源要食物，“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加快选
育耐盐碱特色品种，大力推广盐碱地治理改良的有效
做法，强化水源、资金等要素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指
导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经济参考报》7月 20日
刊发文章《重点支出有“力度”减税降费显“温
度”——透视上半年财政账本》。文章称，19日公布的
上半年财政账本显示，上半年财政收入 119203亿元，
同比增长 13.3%。除经济恢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受
去年同期退税较多、基数较低影响，财政收入增幅较
高。上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3.9%，基本民生、乡村
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科技攻关等重点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

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加力提效，加快专
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积极谋划针对性强、务实管用
的税费优惠政策，着力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

——受去年低基数影响 财政收入增幅较
高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203亿元，同
比增长13.3%。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在
发布会上介绍，财政收入增幅较高，除经济恢复性增
长带动外，主要是去年 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今年相关退
税恢复常态，上半年同比少退15236亿元。受此影响，
税收收入特别是国内增值税大幅增长，相应拉高财政
收入增幅。

从税收收入看，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99661 亿
元，同比增长 16.5%。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 96%，主
要是去年同期退税较多、基数较低。国内消费税下降
13.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 9.5%，主要是
2021年末部分收入在去年一季度入库，抬高基数，今
年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分别
下降22.2%、14.4%，二季度国内消费税转为正增长，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降幅也明显收窄。

“从后期收入走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
好将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但随着去年下
半年留抵退税逐步恢复常态，今年下半年留抵退税同
比少退的不可比因素会逐步消退，月度财政收入增幅
将相应有所回落，总体会与经济税源增长相适应。”薛

虓乾说。

——财政支出保持必要强度 加大基层
“三保”保障

从支出来看，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3893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支出 16666 亿元，同比增长 6.6%；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117227亿元，同比增长3.5%。

具体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9%；教育
支出增长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9%；农林水支出增
长 3.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2.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8.5%。

薛虓乾表示，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
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

其中，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方面，2023 年中央财
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 10.06 万亿元，剔除支持基层
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后增长
7.9%。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3649亿元，增长10.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4107 亿元，增长
8.7%，持续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截至6月底，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91.1%，具备条件的均已下达
完毕，为地方做好基层“三保”工作提供有力财力保
障。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李大伟表示，下一步，中央
财政将继续把“三保”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压实地方各
级财政部门的保障责任，引导地方将财力下沉基层。

——加力提效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加力提效，着力
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专项债券是当前地方政府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的
重要手段。去年10月提前下达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
额度 2.19 万亿元，人代会批准预算后下达 1.51 万亿
元。上半年，各地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
21721 亿元，支持地方建设实施一大批惠民生、补短
板、强弱项的项目。

“上半年累计支持专项债券项目近2万个，优先支
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建设。其中，用于市政建
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7275 亿元、交通基础设施
4211亿元、社会事业3588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3267
亿元，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
了重要作用。”李大伟说。上半年，各地用作项目资本
金约 2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近一
半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四两
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李大伟指出，下一步，将继续对各地专项债券支
出进度进行通报预警，指导地方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节奏，积极发挥专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资中的积极
作用，以稳投资带动稳就业、稳增长，更好发挥专项债
券的效能。

此外，今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完
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政策精准性针对性，着力纾
解企业困难，提升政策效能。包括将符合条件行业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 75% 提高至
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将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降至 1%，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
及以下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
服务业纳税人分别实施 5%、10%增值税加计抵减
等。

“我们公司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300万，研
发人员占员工总数19.48%，这也导致我们资金压力较
大。今年以来，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227.34万
元，帮助我们解绑了不少流动资金。”江西省级农业产
业龙头企业——江西德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根福表示，目前，高新收入占公司总收入85%，未来
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致力于新产品研发，走稳创新
发展之路。

“推动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政
策效果逐步显现，市场反响良好。”财政部税政司副司
长魏岩说，下一步，在落实好今年已出台的多项政策
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变化，加强政策储备，积极谋划针
对性强、务实管用的税费优惠政策，着力为经营主体
纾困解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记者汪子旭）

重点支出有“力度”减税降费显“温度”
——透视上半年财政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