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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日前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

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介

绍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举措，回应外界关切。

加快推出增量政策
对企业加大扩岗支持

在支持就业方面，若干举措主要包

括鼓励企业积极稳定就业、加大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俞家栋

表示，将加快推出增量政策，对企业加大

扩岗支持，对个人加大就业补贴支持，对

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提高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比例等。

对已出台的存量政策要全面落实，

加快兑现稳岗返还、担保贷款、就业补

贴，延续实施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前期，我们提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

额度，小微企业最高授信5000万元，个

人最高授信1000万元。近期，我们又会

同财政部下拨667亿元的中央就业补助

资金，为政策实施提供保障。”俞家栋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说，将更

大力度推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加

大对返乡农民工、新市民、高校毕业生、

妇女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

俞家栋表示，对今年的就业形势已

经做了客观分析和充分预判，就业政策

工具箱充足，在激励企业吸纳就业、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创业

等方面都做了政策储备，将会根据形势

变化及时推出。

帮助外贸企业
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风

险挑战明显增多。在稳定外贸发展方

面，若干举措提出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加

大支持力度，帮助出口企业规避风险等。

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方面，商务

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将加大“真金白银”

支持力度，推动“三增三减”。“三增”就是

政府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金融机构增加信

贷支持、保险机构增加内贸险支持。“三

减”就是推动减免困难企业房屋租金、展

位费、流量费，降低外贸企业内销成本。

他还提到，积极推动汽车、家电、3C、

家装等外贸企业加入“以旧换新”支持范

围。在轻工、纺织服装、食品等重点行业

深入开展产销对接、品牌对接、渠道对

接，发动地方、协会、电商平台、大型商超

广泛参与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

在加强贸易金融支持保障方面，盛

秋平说，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扩大出

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和覆盖面，让外

贸企业更有底气去接单。邹澜说，指导

金融机构对外贸依存度高、暂时遇到困

难、产品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不抽贷、不

断贷，保障合理融资需求。

扩大服务消费
推动汽车消费扩容

在促进消费方面，若干举措包括扩

大服务消费，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推动

汽车消费扩容等。

盛秋平介绍，今年一项重点工作就

是组织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在新车、二手车、报废

车、汽车后市场等各环节，积极创新、先

行先试；鼓励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限

行措施等。

“近期我们已下达今年第二批消费

品以旧换新资金，前两批一共下达超过

1600亿元，后续还有1400亿元左右，我

们会根据各地支付进度陆续下达。”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说，将建立实

施育儿补贴制度，创设专项再贷款工具，

加大对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和养老产业发

展的支持。同时，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并抓紧出台各领域专项措施，指

导限购城市针对长期摇号家庭和无车家

庭等重点群体定向增发购车指标。

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陆续出

台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

案，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

消费等。盛秋平说，下一步，将针对服务

消费领域的短板弱项，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支持服务消费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坚

持“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不断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

多元化服务供给。

邹澜表示，将着重从服务消费供给

侧发力，聚焦文旅体育、餐饮住宿、教育

培训等重点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扩大有效投资
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若干举

措包括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大力提振民

间投资积极性、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等。

“我们扩大内需有非常现实和巨大

的潜力空间。”赵辰昕说，我国全社会设

备存量资产净值约40万亿元，随着高质

量发展深入推进，每年设备更新换代投

资需求将超过5万亿元。据机构测算，

2024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

7000亿元，已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

增长率，未来投资空间还会不断扩大。

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点能拉动万亿

规模的投资需求。

扩大投资方面，赵辰昕说，将工业软

件等更新升级纳入“两新”政策支持范

围，加快消费基础设施、社会领域投资，

制定实施充电设施“倍增”行动，支持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特别是超

大特大城市建设停车位。力争6月底前

下达2025年“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

资全部项目清单，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

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问题。

今年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比去年四季度提升6.3个百分点。

“更好发挥内需主动力作用，具体思路和

方法非常明确，就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

收入，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做

强国内大循环。”赵辰昕说。

畅通循环方面，赵辰昕说，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展为期半年左右的

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帮助外贸

企业拓内销；同时，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推进人工智能与60个重点行业方

向、700个基础场景深度融合。

营造稳定发展环境
加大支持实体经济

在营造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方面，

若干举措提出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

场、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等。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

增长，督促银行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下一阶段，中国人

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加力支持实体经济。”邹澜表示，中国

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金融

市场运行情况，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

性充裕，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围绕稳就业、稳增长重点领域，精准加力

做好金融支持。

赵辰昕表示，我们还有丰富的政策

储备和充分的政策空间，将加快实施稳

就业稳经济若干举措，确保直达群众和

企业。

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多部门详解五方面若干举措

据新华社南京4月28日电（记者王
珏玢、朱筱）4月30日9至11时，将迎来

本年度首个“蛇年蛇月蛇日蛇时”。今年

共会出现3次“蛇年蛇月蛇日蛇时”，这一

有趣现象是基于我国传统干支和生肖纪

法标记年、月、日、时而形成。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

王科超介绍，我国农历至今仍沿用干支

纪年、纪日。农历年按干支纪法和生肖

纪法命名，比如今年为乙巳蛇年。

现代农历以朔望月作为划分月份标

准，以数序纪月。而在2000多年前，我

国古人也曾创造干支历，用二十四节气

来划分一年中的各个月份，以立春当日

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份，用十二地支标

记，如十一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以

此类推，四月为巳月，并配合天干使用。

“按照现在通行的方法，把现代农历

月的划分规则和古代干支纪月方法相结

合，公历4月30日对应的农历日期为四

月初三，干支纪法为乙巳年辛巳月己巳

日，为今年的第一个‘蛇日’。”王科超说。

我国古代还用干支纪时，将一昼夜分

为十二时辰，以十二地支循环纪时。对应

到现代的24小时制，每个时辰相当于两小

时，即23时至1时是子时，1时至3时为丑

时……以此类推，9时至11时是巳时。“古

人还把十二生肖与各个地支相对应，今年

为乙巳蛇年，所谓蛇月、蛇日、蛇时，其实

就是巳月、巳日、巳时。”王科超说。

王科超说，今年的“蛇年蛇月蛇日蛇

时”现象将出现3次，分别在4月30日、5

月12日和5月24日的9时至11时。“三

次的间隔时间与干支纪日的方法有关，

由于地支有十二个，因此每隔12天就出

现一个带‘巳’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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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个“蛇年蛇月蛇日蛇时”来了四个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