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省统 筹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等方面恢 复

重建支出。

200亿元

近日，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四 川、甘 肃、陕西三 省 2009

年灾后 恢 复重建基金 预 算 200 亿 元，其中四 川 170 亿 元、

甘 肃 20 亿 元、陕西 10 亿 元，以 加 快城镇居民住房、学校、

医院、文化、生态环 境、工 农业恢 复生产等恢 复重建项目

建设进度。

1670亿元

《 汶 川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 包括交

通、通信、能源和水利四 个方面内容，涉及四 川、甘 肃、陕

西三 省 51个严重受灾县市区，规划恢 复重建期限 为 3 年，

估算总投资1670 亿 元。

6%

从 2002年到 2007 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2820

万 减少到 1479 万，低 收 入人口 从 5825万 减少到 2841 万。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连续五年实际增

幅在 6% 以 上，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

44.9%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 率从 20% 左右提 高到

44.9% ，城镇人口 达到 5.9 亿，城市化 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

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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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投资千亿 提振信心

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以 及扩大内

需的要求，今后两年，北京市将加 大投资力度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民生改善、生态环境改善、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初步

测算，市、区两级 共安排政府投资 1200亿—1500 亿 元，预

计带动社会投资10000 亿元。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全力

确保 2009年新开工 地铁15号线等 4 条线路，续建4号线等

9 条线路，到 2010 年累计投资 900 亿 元，通车里程达到 300

公里。加快外部联络线和城市路网、公 交枢纽建设，重点推

进京台高速北京段等高速公路建设，提前建成全市规划高速

公路网。增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的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华能

等四 大城市热电中心、陕京三线等输 气项目和南水北调配套

工 程；推动建设民生改善项目，进一步加 大保障性住房和两

限商品房建设，2009年建设总规模力争达到 850 万平方米；

通过实施老城区危改等工 程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推进一批重

大公 共卫 生、文化设施和社会福 利设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

11个新城森林公 园和绿 色走廊等生态项目建设，加 快新城

基础设施、城乡接 合部改造和新农村建设。 （本刊记者）

山西：采取七项措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为进一步理顺分配秩序，扩大内需，山 西省财政部门充

分发挥财政调节收 入分配的政 策职能，先后出台了七项政

策措施，着力提高全省的居民收入水平。一是下拨资金 3.58

亿 元兑现了驻省会城市太原以 外的省级条管市县行政单位

的津贴补贴政 策，提高了这些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二是适

当提 高了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 障水平。从 2008 年 9月1日

起，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月补助水

平达到 125元左右，保 障标准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三

是全省按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的有关条件，逐步扩大保障范

围，以 达到全国平均保障水平。四 是适当提 高了农村五保集

中供 养补助标准。从 2008年 9月1日起，省级 财政对农村

五保 集中供 养对象的补助由每人每年1200 元 提高到 1500

元。五 是适当提 高了优抚事业单位集中供 养人员生活 费标

准。从 2008 年 9月1日起，提 高了荣军医院、复退军人精神

病院、光荣院 集中供养人员生活费标准。六是适当提高了福

利院事业单位供养人员生活 费标准。将全省社会福利院供

养的老人、婴幼儿、精神病院供养的精神病人的生活标准

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 600元。对分散寄养在家庭中的福利

院的孤残儿童，在新的供养标准每人每月 600元的基础上，

再增加家庭寄养服务费每人每月200 元。七是从 2008年 9

月 1日起，对上世纪 60 年代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 40% 原工

资救济标准进行调整。  （薛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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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

面对金融危机 和经 济增长放缓带来的严峻 考验，内蒙

古自治区财政部门采取 有力措 施 积极应对，加 强基础设施

建设，扩大投资需求，努力保 持经 济平稳 较快增长和经 济

社会长期稳 定可持续发展。在农牧 业 基础建设 方面，重点

实施百亿 斤粮食增产工 程，加 强“ 菜篮子”工 程 建设，加 快

改善农村牧 区生产生活条件，重点加 快安 全饮 水、农村公

路 等建设。在生态建设 方面，在继 续抓好 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等工 程 建设的同时，启动巩 固退耕还林成果工 程、黄

土高原地区 生态综 合治理工 程 和 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区建

设工 程。在水 利工 程 建设 方面，加 强 大江大河治理和牧 区

水利工 程 建设，完成大中型病险 水库的除险 加 固任务。在

交通基础 设 施 方面，重点建设 煤运通道、出区通道、口岸

通道、东西通道、快速客运通道、长输管道以 及 支线机 场

等。在城市基础 设 施 方面，加 强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和城镇供 水管网 工 程、城市集中供 热管网改 造等设 施 建

设。  （本刊通讯员）

辽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为继续保 持辽宁省财政收 入良好 的增长势头，支持实

现“保 增长”的目标，辽宁省财政部门 大力实施 积 极的财政

政策，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支持扩大内需，增大投入拉动社

会投 资。一是 加 大对“三 农”、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 障、

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投 入。二是增加居民收

入。增加 对农民的农资综 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 和

农机 具购置补贴 等补贴规 模，扩大补贴 范围；提 高粮食最

低 收 购价格，增加 农民收 入。提 高城乡低 保 补助水平，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

策。支持逐步提 高并落实企业 最低 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

工 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 障机制。推进机关事业单位 工资

收 入分 配制度改革，逐步提 高职工 的收 入水平。三是 支持

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结构优 化。通过用好 科技

资金和贴 息资金，加 快 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

鼓 励 企业 增加科研 投 入，增加 节能减排投 入力度。四 是拉

动投资扩大内需。支持农村基础 设 施 建设，加 大饮 水、通

路、通电等建设 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 快 大型水利工 程

建设 和病险 水库除险 加固，加 快铁路 、公 路 和机场等重大

基础设施 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本刊记者）

江苏：增加投资支持企业发展

今年年底前江苏省增加安排 20 亿 元 财政资金，用于支

持重点骨干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拉动内需、增加外贸

出口 以 及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难等问题。一是安排 5 亿

元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重点 支持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石 油化 工 三大主导产业，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

新型环保四 大新兴产业以 及冶金、轻纺、建材三 大传统优势

产业，支持的企业主要是具 有自主知 识 产权、市场潜力大、

产品 附加 值 高，在行业中有较 大影响、销售收 入及利税 达

到一定限 额要求的骨干企业。二是安排 5 亿 元 鼓 励 企业扩

大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出口 ，补贴出口 企业退税 差额；鼓励 企

业更多地引进先进技 术和设备，扩大鼓励 类资源产品 进口 ，

对全省国家鼓 励 类先进技术和装备、资源性产品 及原材料

进口 给 予一定比例贴息；鼓励开拓新兴 市场，对全省企业

农产品 、软件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及全

省企业对新兴市场的出口 ，对出口 企业实行保 费补贴。三是

安排 10 亿 元建立健全担保 和再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 融

资担保 难问题。成立省再担保 有限责任公 司，建立政 策性

风险 补偿和增资补贴 机制。通过省市县 配套共同筹措 20

亿 元资金，直接引导和带动 100 亿 元以 上银行信 贷资金投

放，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本刊记者）

广东：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外贸发展

为有效应对外贸出口 增速下滑的不利局面，促进外贸持

续健康发展，广东省财政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政 策导向作

用，安排 3.1亿 元，从 三个方面缓 解外向型中小企业成本压

力，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一是支持出口 企业开拓新兴国

际市场，进一步优化 出口 市场结构。安排 0.5 亿 元设 立开拓

新兴市场专项资金，在美国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鼓励 企业

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进一步优 化 出

口 市场结构。对 2008年下半年一般贸易出口 到东南亚、拉

美、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企业，给 予出

口 退税征 退差补偿。二是支持自主品 牌商品 、高新技 术产

品 扩大出口，进一步优 化 出口 产品 结构。安排资金 1 亿 元，

支持自主出口 品牌创新和发展。其中，安排 0.5 亿 元用于支

持一般贸易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 、自主品 牌产品 出口 、一般贸

易中药产品 出口、软件技术和技术带成套设备出口 、高新技

术产品 研发等；安排 0.5亿 元用于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出口 品

牌创新培育，主要资助出口品 牌培育和高新技 术出口产品 研

发，着力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三是 支持传统劳动密集

型商品 一般贸易出口，缓 解外向型中小企业成本压 力。安排

1.6亿 元设 立七大类商品 出口 退税资助专项资金，对 200 8 年

下半年建筑、陶瓷及部分钢铁制品 、纺 织 服 装、塑料、玩

具、箱 包、鞋类等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 一般贸易出口

给予出口退税征 退差资助。  （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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