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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大江南北加快推进的重
大建设项目，不断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注入动力。

7月中旬，秦岭山区、汉江岸边，工
程车辆往来穿梭，数百名工人忙着绑扎
钢筋、焊接钢柱、浇筑混凝土。

这里是引汉济渭黄金峡水利枢纽
工程施工现场。引汉济渭工程是国家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总库容 2.21 亿立方
米，年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的黄金峡
水利枢纽，是引汉济渭二期工程的重要
一环。大坝主体工程要在今年9月完成
浇筑，眼下工人们正昼夜轮班施工，加
快推进施工进度。

丹江口水库下游约5公里处的汉
江右岸安乐河口，引江补汉工程7月初
在这里正式开工。这项可研批复静态总
投资达582.35亿元的重大项目，将联接
起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进一步打
通长江向北方输水通道。

今年上半年，水利领域新开工22
项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1769亿元，

开工数量和完成投资均创历史新高；交
通领域，浙江综合交通投资约 1900亿
元，同比增长11％，广西高速公路建设
投资超900亿元，同比增长14.6％……

在建重大项目加快推进、新项目抓
紧开工，共同勾勒出基建投资向上的曲
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
6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1%，增速
比1至5月加快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
月回升。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
一。向上的基建投资曲线，折射出“稳投
资”蹄疾步稳、持续加力——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4月2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全
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被摆上重要位置。

看资金，截至6月底各地发行新增
专项债券3.41万亿元，2022年用于项目
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
毕，比往年大大提前；上半年专项债券

项目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
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重要作用；近
期人民银行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工具，规模共
3000亿元，以解决重大项目资本金到
位难等问题……

看项目，“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
工程建设正加快推进；国务院印发《扎
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
加快推进一批论证成熟的水利工程项
目，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继续
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在河南，仅用3个月，一条通往湖
北武汉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就完成
了从核准到开工的各项准备，于一季度
顺利开工；12个总投资超200亿元的公
路水路项目提前到6月底前集中开建。

在江苏，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上半年，列入省重大项目清单的交
通项目开工率达到75％；下半年，进一
步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争取更多实
物工作量。

在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
总投资约940亿元的沪苏嘉城际铁路7
月同步正式开工，“轨道上的长三角”加
速跑。作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体系的重要一环，今年“东数西算”
工程正式全面启动。在贵州、宁夏、甘肃
等地，一个个数据中心项目加快落地，
为数字经济发展开拓新空间。

从中央到地方、从项目到资金，一
系列政策举措靠前发力，形成合力。地
方政府专项债的实际使用，新出台的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运用，将形成
有效投资更多实物工作量并拉动就业
和消费。

“稳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专项债发
行和使用加快，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基
础设施投资提速，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
作用有望增强。”在7月15日举行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进度提速 落地见效
——从重大基建项目看稳投资持续加力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李
恒 董瑞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组
建医联体1.5万个，推动相关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
比重下降到27.7%……这是记者22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涉及千家万
户的重大民生工程。国家卫生健康委体
制改革司司长许树强在发布会上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以治病为中

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出一
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围绕群众看病贵问题，我国推进国
家组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降低
虚高药价，已开展的7批集采中选药品
平均降价超过50%，两批耗材集采平均
降价超过80%，累计节约费用约3000
亿元。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新
药好药上市，推进药品一致性评价，减
轻群众用药负担。在全国基本实现基本

医保地市级统筹，住院和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
院全部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建立健全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规范“互联网+医疗”服
务模式；2020年，三级公立医院门诊预约
率达56.6%，合理用药水平稳步提升，门诊
患者基本药物处方占比逐年提高……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效率持续提升。

“群众看病难问题有效缓解、群众
看病贵问题得以减轻、医疗卫生体系效

率持续提升、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导向
更加突出，我国推动医改取得显著成
效。”许树强说，2021年首批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相关专科跨省就医较2019年下
降9.3%，就医秩序更趋合理。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继续履行好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
秘书处职责，加强部门协同，落实改
革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项医改重点
任务落地见效，推动医药卫生健康服
务高质量发展。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27.7%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记者
刘羽佳 王希）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
业经济运行成绩单22日“出炉”：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19.2万亿元，同比增
长 12%；实现利润总额 14093.6 亿
元，同比增长 7.1%；实现净利润
10857.5亿元，同比增长6.1%。

这是记者在22日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
发言人彭华岗在发布会上介绍，一
季度，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了较
快增长，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
因素影响，4月份央企效益出现了负
增长，5月份有所回稳。

他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加快落地生效，中央企业加
快复工达产，全力开拓市场、降
本节支，努力把因疫情造成的产
能缺口和效益损失抢回来。“6 月

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666
亿元，同比增长 18.2%，迅速扭转
了月度效益同比下滑的态势。”彭
华岗说。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运行质量
持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回
升。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
入3786.2亿元，同比增长19.7%；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房地
产） 1.2万亿元，同比增长6.7%，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大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努力形成实物工
作量，石油石化、电网、通信等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10%。

中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上半年累计上缴税费1.5万亿元，同
比增长14.4%。今年上半年，国资委
出台了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7方面27条举措，截至6月末央
企累计减免房租104.4亿元，已超过
2020年全年减租规模。

上半年中央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记者
吴雨 刘开雄）记者22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获悉，日前，人民银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上海、广
东、陕西等地开展第二批跨国公司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便利跨
国公司企业跨境资金统筹使用。

为强化总部经济发展政策支
持，人民银行、外汇局日前决定，
在上海、广东、陕西、北京、浙
江、深圳、青岛、宁波等地开展第
二批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试点，进一步优化管理政策。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此次
试点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增加
试点地区和企业数量；二是允许
跨国公司在境内办理境外成员企
业本外币集中收付业务；三是进

一步便利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
跨境收支业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人民银
行、外汇局积极支持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便利跨国
公司跨境资金运用。2021年3月，人
民银行、外汇局在北京、深圳开展
首批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业务试点。试点以来，跨境资金集
中运营业务办理规模合计近500亿美
元，显著提升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
境资金统筹使用效率，有效降低了
企业汇兑风险及财务成本。

据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
外汇局将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
资便利化，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涉外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我国扩大跨国公司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黄垚 刘诗平）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22日，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陶岔渠首入总
干渠水量突破500亿立方米，相当于
为北方地区调来黄河一年的水量，
工程受益人口超过8500万。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田勇介绍，全面通水
以来，通过实施科学调度，中线一
期工程年调水量从20多亿立方米攀
升至90亿立方米。

田勇说，通过持续加强水源区
水质安全保护，丹江口水库和中线
干线通水以来供水水质一直稳定在
地表水水质Ⅱ类标准及以上，有力
保障了受水区群众饮水安全。

北京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

克/升降至120毫克/升，天津市主城
区生活用水全部为南水，河南省 11
个省辖市用上南水、基本告别饮用
黄河水的历史，河北省沧州、衡
水、邯郸等地500多万群众告别长期
饮用高氟水、苦咸水……

数据显示，截至22日，中线一
期工程已累计生态补水超过89亿立
方米，受水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干
涸的洼、淀、河、渠、湿地重现生
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效果明显。
累计向雄安新区供水 7800 万立方
米，为雄安新区建设、城市生活等
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保障。中线一期
工程通水，沿线受水区得以置换出
大量地下水和地表水，使农业、工
业、生活及生态环境“争水”的局
面得到缓解。

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调水
突破500亿立方米

7 月 22 日，工作人员从“中国天
眼”的测量基墩上走下 （维护保养期
间拍摄）。

自2017年10月10日首次对外宣布
发现脉冲星以来，截至目前，被誉为

“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已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

“中国天眼”于2016年9月25日落
成启用，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
射电望远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
宙视野的极限。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中国天眼”发现
660余颗新脉冲星

空军首批三代机飞行学员结业，即将奔赴一线作战部队。
空军首批歼-10 飞行学员在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机场合影 （2022 年 7

月 15 日摄）。 新华社发 （李敏 摄）

奔 赴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7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的政
策举措，增强经济恢复发展拉动力；确
定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决定取消和
调整一批罚款事项。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
升关键窗口，三季度至关重要。要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进一步生效，下大力气巩固经济恢
复基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优先保障稳就
业、稳物价目标实现。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专项债等政策效能释放还有相
当大空间，并能撬动大量社会资金，要
以市场化方式用好，更好发挥有效投资

补短板调结构、稳就业带消费综合效应
和对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一是
建立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
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办公、并联审批，
连续高效运转。筛选的项目要既利当前
又惠长远、有利于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基
础支撑能力，要符合“十四五”等规划、
有经济效益、能尽早开工。对重要项目
按规定单列用地、能耗等指标。至于竞
争性产业，还是要完全靠市场化发展。
二是依法合规做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资金投放等工作，强化激励、不搞
地方切块，成熟项目越多的地方得到的
支持越大。加快专项债资金使用。引导
商业银行相应提供配套融资，政策性银
行新增信贷额度要及时投放。三是各地
按质量要求加快项目进度，创造条件确

保建设工地不停工、相关产业链供应链
不间断，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并注意多用以工代赈办法给农民工
提供打工机会。要适时组织部门联合工
作组赴地方督促和服务项目推进。加强
管理和审计，确保工程质量，不留后遗
症，严肃财经纪律，杜绝腐败寻租。

会议指出，消费与民生息息相关，
仍应成为经济主拉动力。要支持金融机
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人消费贷款采取
更加灵活的安排。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障住房刚性需
求，合理支持改善性需求。出台支持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引导
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
发挥好平台经济创造就业、促进消费作
用。加大金融对进出口的支持，积极为

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等服务。
会议指出，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法

行政，保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规范行
政裁量权，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避免执法
畸轻畸重。一是坚持执法为民，维护公平
正义，稳定社会预期。二是制定行政裁量
权基准，必须于法于规有据。三是规范行
政执法。有权不能任性，做事要合法合
规，解决执法简单粗暴“一刀切”等问题。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减轻企业和群
众负担，会议决定，取消29个罚款事项，
用其他方式规范管理；对24个一般或轻
微违规行为，按过罚相当原则降低罚款
数额。严禁乱收费乱罚款。各级政府要坚
持过紧日子，各财政供养单位要勤俭办
一切事业，腾出资金优先保障基本民生。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举措
增强经济恢复发展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