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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6版）支持“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突出分类指导，完善差异化
财税扶持政策，推动各区域各区县协同化发展。支持经开区等国
家级开发区发展，优化两江新区、高新区财政体制，激发经济发展
动力。

第五，坚持蹄疾步稳，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对标对表中央要求，
扎实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各项任务。推动转移支付全域统筹，将18
个贫困区县转移支付统筹改革推广到全市所有区县。完善预算绩
效管理制度，建立绩效挂钩奖惩机制，开展绩效排名，将结果与重点
专项总额、部门一般性项目和公用经费挂钩。加强支出标准控制，
新增支出“先建标准，再核额度”，逐步实现从“控盘子”向“控标准”
转变。继续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等改
革事项。

（三）2020年财政主要支出政策安排
1.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优化重点创新区域财政扶持政策，

支持高标准规划建设重庆科学城，将高新区的市级税收增量全部用
于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推动重庆高新区升级，打造两江协同创
新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并落实研发准备金、重大新产
品研发成本补助政策，鼓励加大R&D投入，支持开展工业设计和产
学研创新活动，推动高水平建设国家级和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加大产业转型发展投入保障力度，采取
投资补助、后奖补、贴息、政府基金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一批智能
制造、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项目实施，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智能+”产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推进传统制造业
改造升级，打造消费品工业集群。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财政投入保
障，支持培育一批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建设高水平创新基地，提升高
校原始创新能力，配合做好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等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落实重庆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
奖励资助政策，吸引一批科研人才和团队落户重庆。

2.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严格按
照“四个不摘”要求，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落实摘帽不摘责
任，深化贫困区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优先保障扶贫资金需求，及时
足额拨付扶贫资金。落实摘帽不摘政策，保障产业扶贫、社保兜底、
教育资助、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扶贫政策继续执
行。落实摘帽不摘帮扶，发挥市与区县、乡镇（街道）财政部门联动
作用，多措并举做好定点帮扶工作。落实摘帽不摘监管，完善扶贫
资金监管机制，加强资金动态监管，实施扶贫资金全过程绩效管
理。继续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构建完善财政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支持区县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实施乡村振兴试验示范、现代农业产业园、“四好农村路”等
项目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落实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
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优化农业保险
财政支持政策，探索建立财政支持区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以奖代补
机制，提高小农户农业保险参保率。

3.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统筹土地出让收入，盘活国有资产，
拓宽投融资渠道，用好用足项目资本金政策，确保市级重大项目顺
利推进，支持构建“米”字型高铁网，推动渝湘、渝昆等高铁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重庆东站等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支持完善高速路
网，推动渝长、渝湘扩能等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支持实施“850+”城
市轨道交通成网计划，启动城市轨道交通四期项目，推进成渝铁路
改造、枢纽东环线等市域铁路项目；继续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项目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合理划分市与区县支出责任，完
善财政补助机制，支持“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加快推进十大
公共空间建设，推动山城步道建设，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完善城市路
网，加快城市路桥隧道建设，优化城市骨架路网和干支路网，提高城
市通行能力。

4.支持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
治攻坚任务相匹配，强化财政资金配置，引导社会投入，支持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用好中央资金，盘活土地资源，支持广阳岛片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改革市级环保专项资金分配方式，完善以
水、土、大气等环境质量考核结果为导向的“以奖促治”机制，推进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开展工业用地、农业用地土壤污染详查评估，推
动重点行业企业废气深度治理。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支持主城区“四山”保护，加快“清水绿岸”治理，
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推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开展矿山恢复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继续推动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改革，积极对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建立多元化、市场
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5.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完善就业创业扶持及奖补政策，稳定
就业总量，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
就业工作。继续统筹失业保险基金，落实稳岗返还、在岗培训补贴
等政策，进一步加强援企稳岗。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
给，继续巩固完善城乡统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普通高中
基本办学条件。支持加快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职院校“双
高”建设，将高职扩招学生纳入现有资助体系同等保障，分类别研究
并落实扩招学生生均公用经费保障政策。健全各类教育生均拨款
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落实政府财政投入责
任，推动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支持扩大基层医疗共同体“三通”
建设试点范围。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救助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发挥财
政政策引导作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培育专业化、规模化租赁企
业。支持消防专业装备配备和智能管理，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保
障能力。优化财政补助结构和方向，强化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村旧房
整治提升，改善农房品质和农村生活条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
保障机制，改善城乡公共文化体育基础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上述支出政策中，涉及预算草案批准前必须安排的人员、基本
运转等支出，按照《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已作相应安排。

四、2020年预算安排

（一）全市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2156亿元，增长

1%，其中，税收收入预计1556亿元，增长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2639亿元后，收入总计4795亿元。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4456亿元，加上上解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
还本支出339亿元后，支出总计4795亿元。

2020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税收

非税

二、转移性收入

中央补助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调入资金

预算数
4795

2156

1556

600

2639

1608

225

385

421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上解中央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预算数
4795

4456

339

49

290

2.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2115亿元，
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及地方政府债务收入501亿元后，收入
总计2616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2005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611亿元后，支出总计2616亿元。

2020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二、转移性收入

中央补助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预算数

2616

2115

501

59

442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调出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预算数

2616

2005

611

390

22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85亿
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55亿元，加上调出资金30亿
元后，支出总计85亿元。

2020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预算数

85

85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调出资金

预算数

85

55

30

30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2098
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17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636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24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21亿
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1956亿元。其中：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1367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545亿元，失业保
险基金支出23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21亿元。加上结转下年支
出预计142亿元后，支出总计2098亿元。

（二）市级预算草案
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2020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税收

非税

二、转移性收入

中央补助

区县上解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调入资金

预算数
3064

780

523

257

2284

1608

61

165

385

65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上解中央

补助区县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预算数
3064

1284

1780

49

1346

90

295

（1）收入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780亿元，增长1%，其中：税收

收入预计523亿元，增长1%；非税收入257亿元，增长1%。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区县上解、地方政府债务收入等2284
亿元后，收入总计3064亿元。

（2）支出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284亿元，加上市对区县转移

支付、上解中央、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等
1780亿元后，支出总计3064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113亿元。
——市本级公共安全支出安排104亿元，补助区县7亿元。

——市本级教育支出安排117亿元，补助区县93亿元。
——市本级科学技术支出安排20亿元，补助区县2亿元。
——市本级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17亿元，补助区县

1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424亿元，补助区县99亿

元。
——市本级卫生健康支出安排46亿元，补助区县171亿元。
——市本级节能环保支出安排32亿元，补助区县18亿元。
——市本级城乡社区支出安排106亿元，补助区县14亿元。
——市本级农林水支出安排21亿元，补助区县212亿元。
——市本级交通运输支出安排116亿元，补助区县85亿元。
——市本级产业发展等支出安排34亿元，补助区县23亿元。
——市本级自然资源海洋气象和应急管理等方面支出安排30

亿元，补助区县19亿元。
——市本级住房保障支出安排51亿元，补助区县26亿元。
——其他支出安排4亿元。
——预备费安排21亿元。
2.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0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二、转移性收入

中央补助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预算数
1546

1045

881

501

59

442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补助区县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调出资金

预算数
1546

675

871

422

340

53

56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1045亿元，主要包括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881亿元。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及地
方政府债务收入501亿元后，收入总计1546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675亿元，加上市对区县转移
支付、调出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等
871亿元后，支出总计1546亿元。

3.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0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总 计

一、本级收入

预算数

31

31

支 出

总 计

一、本级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调出资金

预算数

31

22

9

9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31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22亿元，加上调出资金9亿

元后，支出总计31亿元。
各位代表！做好2020年的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全市财政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以更加有为的担当，扎扎实实做好财
政各项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贡献力量！

关于重庆市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桂涛 顾震球

当地时间 1 月 31 日 23 时，英国将
结束与欧盟 47 年的牵手，成为第一个
脱离欧盟的成员国。“脱欧”这一标志性
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无疑将给英国、欧
洲乃至世界带来深刻影响。这场耗时
三年多的“马拉松”，给世界留下太多跌
宕的情绪和记忆，也引发人们一连串的
思索。

首先，民心思变凸显民生之困。不
论英格兰北部萧索的老工业区，还是美
国东北部的“锈带”，民生困顿势必引发
民心思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衰
退，社会分化，底层民众生活艰辛，对大
党失去信心。英国最支持“脱欧”地区
居民的年收入比最反对“脱欧”地区少
40%。英国政客认识到，“脱欧”不仅是
英欧关系变革的问题，更是改变国内现
状的问题。

其次，“逆全球化”不是答案。从英
国“脱欧”到美国“退群”，背后都有全球
化“失意者”的影子。他们深感被全球
化“背叛”，希望退回封闭孤立、自给自
足的原始状态。然而，在这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世界，英国“脱欧派”对

“重新拿回主权、边界与金钱”的呼喊也
没法让他们和欧盟说分就分，这才有了
频频陷入泥潭的“脱欧”谈判，以及接下
来可能更加艰难的英欧贸易谈判。显
然，全球化带来的“分蛋糕”问题需要继
续做大蛋糕来解决。

第三，民粹洪流冲击西式民主基
石。“脱欧”公投曾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
胜利。面对民粹政党的迅速崛起，英国
大党为赢回选票，诉诸一人一票的公
投。“是去是留”的二元选择更加剧民意
撕裂。而欧洲大陆上，民粹之风不仅触
发政治版图洗牌，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
分裂，更把欧洲拖入不稳定的变革期，
增加一体化难度。

第四，治理困境削弱发展动力。近
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境日益凸
显，“脱欧”就是一面镜子，涉及重大国
计民生的政治决策，往往被党派与利益
团体绑架，舆论、民众、社会均被撕裂。

“脱欧”不仅给英国社会留下伤痕，也给

不少国家的治理弊病敲响警钟。
第五，一体化“错配”加剧离心。在

加入欧盟 40 多年后，英国为何对欧盟
失去兴趣？伴随着欧盟一轮轮东扩，欧
洲一体化发展进入“深水区”。扩张虽
然给一些老成员带来经济收益，但成员
国之间的经济与价值观差异也导致冲
突与分歧，利益博弈不断磨损团结精
神。欧洲一体化之梦与民族国家自身
发展之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加速英国
的“离心力”。英国“脱欧”之后，欧洲一
体化何去何从，欧盟也在思考和调整。

第六，程序正义未必带来实质正
义。英国“脱欧”的一大特点是“合法”，
从公投、“脱欧”谈判启动乃至协议达
成，每一步都走过了法定程序，但却一
度造成机制失灵。“脱欧”进程越推进，
英国民众就越迷惘也是不争事实。“脱
欧”过程中，政府与议会缠斗无休，“为
反对而反对”成为常态，“越合法越失
效”的怪圈令人反思：程序合法就一定
能实现民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吗？这
恐怕不仅是英国人需要回答的“灵魂拷
问”。

第七，“主权”危机投下分裂阴影。
“脱欧”是一场向布鲁塞尔“争权”的斗

争，但实际上还未得之桑榆，就已埋下
失之东隅的种子。“脱欧”协议中北爱尔
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可能
出现的一道“硬边界”，触动北爱尔兰分
离主义神经，冲击和平和解进程。支持
留欧的苏格兰民族党打出“二次公投”
口号，欲借“脱欧”加速“脱英”。威尔士
的分离运动近来“崭露头角”，加剧国家
分裂隐患……围绕“脱欧”的政治博弈
正在加剧“联合王国”的离心力。

第八，“情绪政治”掩盖真相。在
“后真相”时代，每一次选举和投票似乎
总伴随着各种迷思与谎言。社交媒体
上转发的往往是情绪而非事实，一些媒
体、政客为了一己私利有意误导公众。
互联网上，种种道听途说、臆想偏见共
同构筑起不少人想象中的“脱欧”。而
一些人正是通过量身定制的网络政治
广告精准投放、操控选民情绪。令人警
醒的是，这样的“无声之战”依然在互联
网反复上演。

第九，盟友关系艰难重塑。英国
“脱欧”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冲击
波。从危机应对角度看，英欧双方的智
慧值得肯定：既避免了经济断崖式下
跌，也抑制了对一体化更大的负面冲

击。从长远看，英国“脱欧”是传统盟友
体系在全球化新时代发生的一场深刻
变革。“脱欧”第一阶段的“拉锯”证明，
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以谈判方式和平
分手，传统盟友体系的改变也需付出国
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甚至对外影响力
削弱的代价。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更
加复杂的贸易谈判、英欧地缘战略关系
重建，依然道阻且长、充满变数。

第十，全球角色重新定位。选取宏
观视角观察，英国在与欧盟牵手近半个
世纪后选择离开，是主动调整自身全球
定位与对外政策的一次努力。而做出
这一抉择，是基于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
知和判断。“后脱欧”时代的英国正面临
全新考验。有专家曾表示，“脱欧”造成
的影响要在20年后才能充分显现。在
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如何与时俱进、改
革创新，在全球化时代重塑民族国家的
身份认同？如何更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实现“全球化英国”的宏大设想？如何
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维持并扩
大国际影响力？人们期待，伴随着新黎
明的到来、新未来的启幕，英国能为这
些问题找到答案。

（新华社伦敦1月31日电）

“脱欧”十思
新华社武汉 1 月 31 日电 （记者

谭元斌）10多年过去了，在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大干部群众依然
口口相传着周国知的感人事迹。

他是一名基层民政干部，用自己的
一生诠释了一名基层干部对山区群众
的大爱。他20年如一日，淡泊名利，任
劳任怨，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尽职
尽责为群众办实事，尽心尽力为群众解
难事，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大山深处
的千家万户。

1984年9月，退伍的周国知通过
招聘成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恩施州宣
恩县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后坝
乡、粟谷乡乡长，区民政办主任，区改乡
后任计生办主任、民政助理等。

他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极为不平凡的业绩。

海拔1680米的椿木营乡勾腰坝
村，是周国知生前最牵挂的一个村。他
在这里组织大家种黄连等药材，为脱贫
致富打下根基。如今，勾腰坝村有落叶
松1100亩、经济林800亩、药材100多
亩，不少农户仅药材一项年收入就达2
万多元。

1990年椿木营撤区并乡后，周国
知先后两次担任民政助理这一职务。
他在这个职务上，留下了很多看似平凡
却可歌可泣的故事。

2001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国知
接到乡里紧急通知，气象部门预报夜里
有冰雹，可能发生灾情。他拿起手电
筒，火速赶到8公里外的勾腰坝村。那
是他的联系点，他挨家挨户通知防范冰
雹灾害，让大家拿出床单、被子等把育
烟苗的棚盖好，避免了正在抽芽的烟苗
被打坏。

2002年8月，狂风吹塌了椿木营
乡挖断山村村民张宗丕的房屋。接到
通知后，周国知天没亮就出发，清晨赶
到张宗丕的家里，组织村民清理物品，
帮着张宗丕找住处，第一时间发放救济
款。

在勾腰坝村村民胡柏春的心里，周
国知是“亲人”，是“恩人”。2003年，恩
施州开展“清茅”行动，帮助那些居住在
茅草棚、岩洞内的特困群众盖房子，解
决安居问题。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国

知，毅然工作在第一线，成为胡柏春的
“联系人”。

那时，胡柏春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简
陋的茅草屋里。年过七旬的胡柏春回
忆说，当年的茅草屋“夏天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冬天茅草屋漏风，冷得发
抖，为了暖和些，只能把玉米壳堆在身
上。”

因为条件差，胡柏春的两个儿子迟
迟没找着对象，这成了胡柏春最大的心
病。“国知多次来我家，嘘寒问暖。有一
次，他出门后不久就晕倒在山边小路
上。”说到此处，胡柏春忍不住潸然泪
下。“在他的帮助下，我申请到6000元
补贴，买了现在的房子。住进新房的当
年，两个儿子先后结婚。”

2003年5月8日，周国知第六次到
胡柏春家工作时，突然昏倒在潮湿的草
地上，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虽然已接近生命尽头，周国知为民
服务的脚步却没有停下。他拖着病体，
走遍全乡84个村民小组，为127户茅
房户登记造册、拍照建档。每到一个
村，他都和村组干部仔细商量帮扶方
案，拟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帮助茅房户尽快搬进新居，他不
遗余力，殚精竭虑，多次晕倒在山路旁
被村民发现送进医院。

2003年9月27日凌晨，42岁的周
国知，带着对父老乡亲的眷恋，永远离
开了人世。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一心为民的好
干部。2003年 12月24日，湖北省民
政厅作出在全省民政系统开展向周国
知同志学习的决定。2004年4月，湖
北省人民政府授权湖北省人事厅追授
周国知同志“湖北省模范公务员”荣誉
称号。2004年10月，人事部、民政部
追授周国知同志“为民模范”荣誉称
号。

16个年头悄然而逝。随着精准扶
贫的开展，周国知生前最牵挂的勾腰
坝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
穿村连户，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温馨
美丽……

2019年，宣恩县脱贫摘帽。“周国
知这个名字，已成为宣恩县的一个符
号。过去，他为全县精准扶贫提供了精
神动力；今后，他将继续为全县乡村振
兴提供精神动力。”宣恩县县长习覃说，
周国知的感人事迹，是宣恩县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周国知：根在高山的为民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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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月 31日
23时，英国将结束与欧盟
47年的牵手，成为第一个
脱离欧盟的成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