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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发扬斗争精神 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在“中国人民警察节” 到来之际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节日祝贺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党对

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奋力推进

政法工作现代化， 全力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法工

作的领导， 为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

保障。

“中国人民警察节” 即将到来，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节日祝贺

和慰问，希望同志们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再立

新功。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7日至8日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清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

事，全力履行职责使命，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

程政法工作现代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会议

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地方债发行再提前

财政稳经济 新年早加力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新年首周，青岛市率先发行212.6亿元的

地方政府债券， 拉开2023年地方债发行大

幕，时间上比2022年又早了一些。 而根据近

期多地公布的发行计划统计， 一季度地方债

计划发行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 业内人士预

计，2023年地方债将继续靠前发力， 带动扩

大有效投资，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3年财

政政策将加力提效。 综合分析，2023年财政

支出将保持一定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进

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有效支持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还将更注重保障财政可持续、防

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早发行 还可能加规模

1月6日， 青岛市公开发行了41.0亿元一

般债和171.6亿元专项债， 均为新增债券，其

中专项债募集资金拟用于153个项目的建设。

2022年是1月13日，2023年则是1月6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2023年地方债早发

力的特征依旧鲜明， 首批地方债发行起始日

较2022年提前一周。

进入新的一周， 地方债发行将会变得忙

碌起来： 厦门市1月9日将发行14亿元地方

债； 河南省1月10日将发行811.45亿元专项

债；此外，大连市1月12日、江苏省1月13日将

相继发行12亿元、152亿元的一般债。

据中泰证券统计，截至1月6日，共有16

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披露2023年一季度地

方债发行计划， 计划发行总额为11134亿

元。 其中，新增债券9673亿元，再融资债券

1461亿元； 一般债券2412亿元， 专项债券

8722亿元。

作为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稳定宏观经济

的重要手段， 多位专家预计，2023年专项债

额度有望增加。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认为，2023年， 考虑到推动经济整体好转的

需要，基建投资将继续发力，预计新增专项债

规模将在连续两年3.65万亿元的基础上相应

提升。

兴业研究分析师胡晓莉称， 基于已披露

的国债、 地方债发行计划测算，2023年政府

债发行规模可能达到17.59万亿元，其中国债

发行可能达9.23万亿元， 地方债发行规模可

能达8.36万亿元。

此外，为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预算

赤字率也有望调高。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认

为，2023年全国一般预算赤字需要增加，主

要用于增加经常性支出，赤字率也需要提高，

可能需要提到3%以上。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在专项债发行规模有望扩大的同时，提

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尤为重要。

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表示， 将指导地方

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 进一步

提高项目储备质量， 优先支持成熟度高的项

目和在建项目。加强项目实施进度跟踪，对专

项债资金下达项目单位后一年仍未实际支出

的，调整用于其他项目或者收回，尽快形成实

物工作量。

与此同时， 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

金范围也有望继续扩大， 为重点领域提供资

金保障。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

介绍， 发改委将优质职业教育项目纳入专项

债储备范围， 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安排专项债

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在支出端保持强度、加快进度的同时，优

化支出结构则是财政政策“提效” 的关键。元

旦前召开的2022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

提出，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

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

发展等重点领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断

提高支出效率。（下转A03版）

我国首次散船进口巴西玉米

1月7日，载有6.8万吨巴西玉米的货轮抵达广东麻涌港。

1月7日，一艘载有巴西玉米的货轮自巴西桑托斯港抵达广东麻涌港。 船上由中粮集团进口的6.8万吨巴西玉米完成检验检疫后，将快速

送达国内饲料企业手中。

据介绍，这是我国首次散船进口巴西玉米，标志着巴西玉米输华走廊正式打通，对加强中巴农业合作、维护全球农业供应链安全稳定等

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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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现场：出行故事汇聚经济恢复向好暖流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我买的是下午两点的车次，但上午早早就

来到车站，已经等不及要回家了。 ” 1月7日，在广

州东站，家住山西大同的李建兴激动地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说，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但他已经很想

家了。

1月7日是2023年春运首日， 亿万中国人再

次集体踏上回乡之旅，人潮涌动、摩肩接踵的景

象重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兵分十二路，实地走访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十余个城市火车

站，从一个个平凡的出行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中

国经济已积聚起恢复向好的澎湃暖流。

人潮涌动 客流回暖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公布的

数据显示，1月7日（春运首日）全国铁路、公路、

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3473.6万人次，环比增长

11.1%，比2019年同期下降48.6%，比2022年同

期增长38.9%。

李建兴是数千万背井离乡在外务工人员的

一个缩影。“广州工作环境不错，一个月可以拿1

万多块钱，我感到很满意。 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了，趁自己身体还行，帮孩子们分担一

下压力。 ”李建兴高兴地说。

“离家已经一年半了，能和家人团聚，真地

说不出的开心。 ” 55岁的钢筋翻样工程师王宗

飞自2007年去了新加坡打工，由于疫情原因，已

经一年半没回过家。“看到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的

新闻后，立即打点行装往家赶。 这趟回来，我带

了新加坡的咖啡、美珍香的猪肉脯，都快把箱子

撑破了。 ”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部署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等法律

法规规定，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调整为 “乙类乙管” 且不再纳入检疫传染

病管理， 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

离，取消“五个一” 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

航班数量管控， 一系列措施优化中外人员往

来管理。

防疫政策调整后，春运客流量明显回升。 春

运工作专班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

全力做好春运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

年春运从1月7日开始，到2月15日结束，一共40

天。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

叠加，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情况最为复杂、困

难挑战最大的一次春运。 ”

“初步分析研判， 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99.5%， 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70.3%。 ”徐成光指出，从客流构成

看，预计探亲流约占春运客流的55%，务工流约占

24%，旅游和商旅出行分别约占10%，不少高校已

在春运开始前放假，相比往年占比相对较小。

铁路民航加大运力供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 “去哪

儿” 了解到，截至1月5日14时，1月19日北京出

发开往东北方向的车次的客票基本售罄， 仅剩

少量余票。

为保障春运期间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门及

相关出行服务提供商均加大了运力投入。“春节

前高峰日最高可开行旅客列车6077对， 节后高

峰日最高可开行旅客列车6107对， 最大客座能

力较2019年春运增长11%。 ”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还表示，今年春运，铁路部门将用

好新开通的郑渝高铁、湖杭高铁、银兰高铁、京唐

城际、新成昆铁路、北京丰台站等新线新站资源

和新投用复兴号动车组等先进装备，增强路网整

体功能，提升客运能力。（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