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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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题协商会，提
出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加强
社会诚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非正常
上访终结机制、加强法律职业队伍建设等建议，为党和
政府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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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十大数字凸显中国发展走向

贯彻十八大精神

适应政协换届后的形势和任务，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政协委员、特别是新任委员的培训，在全面
学习把握十八大精神基础上， 重点学习把握关于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新思想新要求， 并贯彻到
协商议政中去。 （据新华社） （未完待续）

关键词
: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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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对
２０１３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事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十大数字备受瞩目，引发代表委
员们的热议，这也凸显出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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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始终做到同党和国家方向
一致、目标一致、工作一致，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真正
成为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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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党派团结合作， 创新发挥界别作
用的方法和途径，注重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加强专
门委员会工作， 增强政协机关政务性服务能力和
统筹协调能力。 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服务大局关键词
:

作风建设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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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１

】

经济增长
７.５％

：重在调结构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７.５％

左右， 这与去年相同。

而此前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这一指标曾连续为
８％

左右。 国
际横向比，这一增速在全球低迷状况下，依然是高速度；自
身纵向比，速度略调低，说明中国经济将在调结构、重质量
上下功夫。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
说，连续两年把增速主动调低，一方面显示当前国内外经
济形势仍较复杂，目标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也意味我国经
济将步入一个转方式、增效益的新阶段。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代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宜从
“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不必刻意追求超越潜在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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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２

】

物价
３.５％

：警惕上涨冲动
物价涨幅控制在

３.５％

左右，意味今年通胀压力不可小
觑。这一数值比去年

４％

的预期目标低，而又高于去年物价
２．６％

的实际执行数。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去年物价运行低于预期。 但年末
岁初，物价又有抬头趋势。 近期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正在
积聚，预计物价将进入回升周期。

杨子强代表认为，输入性通胀、劳动力刚性需求、资源
型产品价格上涨是此番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 “综合看，今
年物价涨幅将高于去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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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３

】

新增就业
９００

万：老目标背后有压力
城镇新增就业

９００

万人以上，这一目标和前
４

年相同。

实际看，近几年就业完成形势均比较好。 不过，今年高校毕
业生将达到

７００

万人，且在当前经济复杂多变状况下，就业
难和招工难并存，完成高质量的就业并不容易。

山东蓝翔职业培训学院院长荣兰祥代表说， 九成学生
考大学，一成学生上技校，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比例恰恰相
反。就业结构性失衡和就业理念偏差，凸显出就业市场的新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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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４

】

赤字
１.２

万亿元：为改善民生预留财政空间
从绝对值看，赤字

１.２

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不过，衡
量财政风险的赤字率为

２％

左右，在近十年中处于中等略高
水平，依然在警戒线

３％

以内。增加赤字，主要是有助于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效力，向调结构、惠民生倾斜。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受国内外
经济影响，我国财政一方面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支出不减，

这需要增发国债和地方债保持一定的财政扩张力度。

也有代表委员提出，要警惕地方出现新一轮投资热，防
止潜在财政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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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５

】

Ｍ２

增长
１３％

：一个百分点落差有深意
Ｍ２

反映整个社会货币供应量，与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
系。 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唐一林代表提醒说，控制好物价，

根本是要管好货币发行，避免资金泛滥。

相比去年增长
１４％

目标，

Ｍ２

今年有一个百分点的落
差，是

３

年来的最低值。这意味更注重发挥稳健货币政策效
果，今年货币政策既适当调节流动性，也显现审慎指向，释
放出控物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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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６

】

１８

亿亩耕地：一道坚持不变的红线
“严守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这一说法，此前在多个年份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过。此次重申，深意凸显。粮食虽然九连
增，但依然处于紧平衡；城镇化快速发展，令土地供需矛盾更
突出。 目前全国人均耕地仅为一亩多，形势不容乐观。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代表说，粮食安全仍是头
等大事，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只能强化，不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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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７

】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
１０％

：“九连涨”殊为不易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国家已连续
８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 累计月人均增加

１０２１

元，

２０１２

年月人均
养老金达到

１７２１

元。

这一项惠民生政策，持之以恒格外难得，彰显了政府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过，山东烟台市市长王良代表提醒说，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企业退休人员与事业退休人员待遇仍存
差距，需要在今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继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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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８

】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
３０

元：

小数据背后是大民生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 这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自

２００９

年医改时启动，主要由城乡社区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
务， 经费覆盖

１３

亿多全体城乡居民， 服务项目如今包括
１０

大类
４０

多项。

目前， 人均经费已从当初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

元实现翻番，百
姓将享受更多免费服务。需指出的是，服务虽覆盖全体，但每
项服务涉及人群不同，经费标准也不一样。有的代表反映，现
实中很多地方按照户籍提供服务，流动人口覆盖不到，应进
一步强化执行落实。

此外，今年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
准由每人每年

２４０

元提高到
２８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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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９

】

保障房新开工
６３０

万套：

助力改变房地产结构
房市走向牵动万人心。 保障房大规模投入，将有效改变

市场结构，发挥正效应。

过去
５

年，全国新建各类保障性住房
１８００

多万套，棚户
区改造住房

１２００

多万套。 今年还将基本建成保障房
４７０

万
套。

杨子强代表说，保障房建设是德政工程，牵涉经济全局，

关系民生福祉。 “要确保分配公平，注重建设质量，切实把好
事办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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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１０

】

教育经费支出已超
２

万亿元：

一分钱也不能打水漂
目前我国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已超

２

万亿元，

今后还要继续增加。 教育是强国之本，去年国家教育经费支
出已达国内生产总值

４％

以上的目标。今后投入还将加大，但
如何花好钱更为关键，要堵住浪费漏洞，百姓也有权知道教
育经费信息。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代表说，关键是把来之不易
的群众纳税钱管好、用好。 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信
息应公开，并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把钱用在刀刃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