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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方面推出不少新举
措，包括多渠道促进居民
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
增收减负，千方百计推动
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更大力
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强化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抓好
校园学生餐、平台外卖安
全监管等。

沈丹阳说，这些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措施内容很
丰富，都是老百姓期待
的。促进就业方面，报告
提出要加大各类资金资源
统筹支持力度，重点支持

就业容量大的行业领域和
特别需要支持的就业群
体。社会保障方面，报告
提出一系列增加财政补助
的措施。今年这些方面财
政投入力度前所未有，群
众受益面会很大。

对社会上关心的“一
老一小”问题，沈丹阳说，
报告也提出了一系列支
持措施，比如推进社区支
持的居家养老、强化失能
老年人照护、加大老年助
餐服务支持，发放育儿补
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
务、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
育等。

两会焦点

今年重点推动哪些领域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报告新部署

N据新华社电

作为基础教育的起点，
学前教育关乎千家万户的
切身利益。5日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推
行免费学前教育”，引发广
泛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为何作
出这一部署？事实上，今年
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

规划纲要（2024—2035年）》
就明确“探索逐步扩大免费
教育范围”。将于今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有
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实施
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
育教育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
育’，这是积极回应民生关
切、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体现，对建设教育强国
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
林说。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幼儿园数为 27.4 万
所，在园幼儿数 4093万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1.1%，
比 2012年提高 26.6个百分
点，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逐步推行免费
学前教育，有望惠及上千

万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
长庹庆明认为，这不仅有利
于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缩
小地区、城乡教育差距，也
有利于推动生育率进一步
提升。

受访家长均向记者表
示对这一政策的欢迎。赵
先生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公
立幼儿园就读，如果推行免

费学前教育，一年将省下近
7000元。

在天津师范大学学前
教育系主任梁慧娟看来，逐
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将进
一步降低学前儿童家庭的
保育教育成本，使高质量学
前教育惠及更多学前儿童。

另一方面，“逐步推行”
也意味着这一政策的落地
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日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将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相
关政策，切实把普及普惠、
教师队伍做扎实，为推进工
作作准备。

“也要看到，‘逐步推
行’不是‘一哄而上’，要考
虑到地区间的差异与现实
需求。”刘林说，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才能更好地
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
地落实。

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地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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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任务进行了部
署。国务院新闻办当天召开吹风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沈丹阳，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解读了有关情况。

“今年设定 5%左右的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符合中
国实际，符合经济发展规
律，是可以实现的。”沈丹阳
说，这一目标的设定，综合
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

面因素，兼顾了需要与可
能。

沈丹阳表示，从中国发
展实践和各国经验看，能不
能实现发展目标，一看发展
态势，二看能力条件，三看

支撑政策。综合这几方面
因素，对今年实现这一增长
目标是充满信心的。

他说，要看到我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还在
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发展累

积了很多积极有利条件，宏
观经济政策和各方面政策
举措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同时，实现这个目标，
也绝非轻而易举，必须付出
非常艰苦的努力。

“今年的报告提出‘实
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
策’，是去年 9 月 26 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调控思路的延
续。”陈昌盛表示，从取向
看，首次提出“实施更加积
极的财政政策”，将连续实
施了14年的“稳健的货币政
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就是要向全社会

传递清晰有力的宏观政策
信号。

陈昌盛说，报告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宏观调控思
路的创新。比如明确提出，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
把提振消费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而且强调促进消费
和投资更好结合。宏观调
控中重视资产价格，把稳住

楼市股市写进总体要求。
强调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
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这
些宏观政策创新旨在通过
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的良性循环，在稳增长、稳
就业中更好地促进高质量
发展。

“今年报告把物价涨
幅预期目标调整为 2%左

右。”陈昌盛认为，在当前
我国物价下行压力大于上
涨压力背景下，向全社会
和市场强化价格指标的导
向作用，努力通过各种政
策推动物价温和回升，这
样既可以保障老百姓基本
生活不受影响，同时也有
利于提振市场预期、促进
企业增加投资。

“报告特别强调要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就是要
求综合施策，把各方面的内
需潜力都激发出来，使内需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
力和稳定锚。”沈丹阳说。

沈丹阳介绍，今年在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
扩围基础上，要从促进增
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增
加优质供给创造有效需
求、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

费意愿这三个方面共同发
力。专门实施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目前有关部门正
在制定行动方案和配套政
策，会尽快出台实施。

沈丹阳表示，在提振
消费的同时，报告对投资
也作了针对性部署。尤其
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投资
领域存在的问题，强调要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高
投资效益。

沈丹阳表示，报告全文
“改革”一词总共出现了 40
多次，是今年特别重要的关
键词。

沈丹阳认为，今年报告
紧紧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改革部署，通篇体
现改革精神和要求，强调要
抓好年度改革任务的贯彻
落实，既注重全面推进，又
注重在重点领域有所突破，
特别是要推动标志性改革

举措加快落地。
报告提到的改革举措

涵盖面很广。沈丹阳举例
说，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今
年将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
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

地方。教育改革方面，报
告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
教育。医疗卫生改革方
面，报告强调要深化以公
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
革。

报告提出有效激发各
类经营主体活力。“实现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
政策发力，更需要激发各类
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沈

丹阳说。
沈丹阳表示，今年要突

出抓环境、减负担、优服务。
要持续下大力气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保持稳定连

续的政策环境。要让企业轻
装上阵，重点是加力推进清
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要加
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
融资支持，继续下大力气推

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要以政府的优质服务支持企
业更好发展，今年要持续把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
优服务的重要抓手。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就是要着力打通
制约经济循环的一些卡点
堵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更好畅通国
内大循环。”陈昌盛说。

报告对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作出了专门部署。
陈昌盛介绍，今年的工作重

点可以概括为“五统一、一
破除”。“五统一”，就是要着
力推进统一的基础制度规
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
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

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
场监管。同时，进一步规范
地方经济促进行为、招商引
资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真正破除地方保护。

陈昌盛表示，报告提
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
行动，就是要抓住这次人
工智能技术突破的机遇，
使我国的数字技术与制
造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充
分结合，推动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广泛应用，努力推
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业、走进千家万户。

陈昌盛介绍，有关部
门正在抓紧部署，今年重
点要抓几方面工作。产
业赋能方面，要让人工智
能尽可能在工业、农业、

服务业中利用起来，积极
支持大模型在垂直领域
的开发和应用。终端应
用方面，报告提出大力发
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
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
终 端 以 及 智 能 制 造 装
备。场景培育方面，今年
将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
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
动，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加快人工智能在低空经
济、教育培训、医疗健康
等多场景应用。

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出于哪些因素考虑？

宏观政策如何体现“更加积极有为”？

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

今年重点推动哪些领域改革？

如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哪些部署？

“人工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蓝图？

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哪些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