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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中柬建交65周年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互致贺电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7月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柬建交65周

年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互致贺电。

习近平指出，建交65年来，中柬关系经受国

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今年初，我们在北京

亲切会见并多次互致函电，共同引领中柬命运共

同体建设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

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断走深走实，“工业

发展走廊” 和“鱼米走廊”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

柬建交65周年暨中柬友好年系列庆祝活动办得

有声有色。 我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愿同西哈

莫尼国王一道努力， 推动中柬友谊结出更多硕

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西哈莫尼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两

国在高度互信、互利共赢基础上，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打造“铁

杆”友谊。新形势下，坚信柬中友好关系和互利合

作必将持续巩固，两国“铁杆” 友谊必将世代相

传。 柬方愿同中方携手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互

致贺电。 李强表示，今年是中柬建交65周年和中

柬友好年，中柬关系站在新的起点。 我愿同洪森

首相一道， 指导两国各部门各地方通力合作，推

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洪森表示， 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

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等重大倡议，愿同中方推动柬中命

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共同利益。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

积极谋划税费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财政部7月19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203亿元，同比增长13.3%；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3893亿元， 同比增长

3.9%。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当日在2023年上半年财

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各级财政部门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下一步

将指导地方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 积极发

挥专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资中的积极作用。同时，

加强政策储备，积极谋划针对性强、务实管用的税

费优惠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谈及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财政部国库

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表示， 除经济恢复性增长

带动外， 主要是去年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今年

相关退税恢复常态，上半年同比少退15236亿元。

受此影响，税收收入特别是国内增值税大幅增长，

相应拉高财政收入增幅。

对于后期收入走势，薛虓乾认为，我国经济运

行整体回升向好将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重要支

撑。但随着去年下半年留抵退税逐步恢复常态，今

年下半年留抵退税同比少退的不可比因素会逐步

消退，月度财政收入增幅将相应有所回落，总体会

与经济税源增长相适应。

财政支出方面，薛虓乾介绍，各级财政部门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持续加大对

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 基本

民生、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科技攻关等

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 上半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3893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增长7.9%；教育支出增长5%；卫生健康支

出增长6.9%；农林水支出增长3.7%；科学技术支

出增长2.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8.5%。

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效能

专项债券是当前地方政府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的重要手段。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李大伟介绍，上

半年， 各地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21721

亿元，支持地方建设实施一大批惠民生、补短板、

强弱项的项目。

李大伟表示， 财政部指导各地做好专项债券

项目储备， 上半年累计支持专项债券项目近2万

个，优先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建设。 （下

转A0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发布

支持符合条件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7月1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意见》

明确，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规范和引导民

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

灯” ，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批“绿

灯”投资案例。 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提高资本

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 引导平台经济

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弱项，

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

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支持

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加大对民营经济支持力度

《意见》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

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

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

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

在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意

见》明确，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 健全银行、保

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

分担机制。 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

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归集，推广“信

易贷” 等服务模式。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微

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 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专项支持计划扩大覆盖面、提升增信力度。支持符

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在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

《意见》提出，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鼓励民营

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 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

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

科技领军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

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

品力度，发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支持

民营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

《意见》还指出，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 鼓

励民营企业自主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 完善工

资分配制度等， 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水

平。 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发展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生态产业，促进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

推进兴边富民。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提供减碳技术和服务，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

和储能等领域投资力度，参与碳排放权、用能权交

易。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种养业， 高质

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下转A02版）

工信部：

打造“

5G+

工业互联网”升级版

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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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安装完成现场（

6

月

28

日摄，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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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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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在三峡集团福建海上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研发制造及运

营能力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