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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7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
济形势，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
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会上，苏剑、伍戈等专家和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从事跨境电商服务的敦煌
网公司、从事产业园运营服务的北京联
东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发了言。

李克强说，二季度我国经济发展极
不寻常，超预期因素带来严重冲击，经
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4月主要指标深
度下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有力应对困难挑战。
我们及时果断施策，坚持不搞“大水漫

灌”，靠前实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
府工作报告》政策举措，按照已确定的
总体思路、政策取向，推出稳经济33条
一揽子政策措施等，召开全国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稳住经济大盘工作。政策效
应较快显现，5月主要经济指标跌幅收
窄，6月经济企稳回升，这极为不易。但
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发展环境中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稳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
付出艰苦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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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
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推
进改革开放，齐心协力在三季度巩固经
济恢复向好基础，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
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要应对好两难多难问题，既稳增长，
又防通胀、注意防输入性通胀。要保持
宏观政策连续性，既要有力，尤其要加
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力度，又要
合理适度，不预支未来。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等实施时间才一个多月，还有相当
的实施空间，要继续推动政策落地和效
果显现。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
展动力源、就业顶梁柱。要逐条梳理助
企纾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确保见效。
进一步畅通交通物流主干道、微循环，
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稳定市场预
期。通过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
岗位，做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
业工作，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扎实
保障民生。我国物价总体平稳，为在复
杂国际环境下稳定我国经济大盘提供

了支撑。稳定粮食能源价格是稳物价的
关键。要在夏粮增产丰收基础上抓好秋
粮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当前正值
电力迎峰度夏，要进一步提升煤炭电力
稳定供应能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
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大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用改革举措解难
题，坚持依法行政。用市场化可持续办
法扩消费，消除制约有效投资的障碍。
统筹兼顾，防止单打一、一刀切、层层加
码。继续扩大开放，落实稳外贸稳外资
政策，支持企业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在
公平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赵克
志参加。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
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对2022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持续实施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异地就医跨省直接结算等便民惠民举措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2022年
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7月14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涉及千家万户
的大事。近年来，通过持续深化医改，
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转变，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
性、可及性，建成全世界最大、覆盖全民
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特别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医药卫生系统经受住了考
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谨向广大
医务人员和医改工作者致以诚挚问
候！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回应人民期盼，推
进医改取得更大成效。进一步加强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医疗联合体建设，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发挥
高水平医院引领带动作用，提升基层能
力。医疗机构要保障群众看病就医基本
需求，对急危重症等患者医疗机构不得
推诿拒绝。要持续实施药品和高值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异地就医跨省直接
结算等便民惠民举措，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
人事薪酬、绩效考核等改革，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坚持预防为主，深入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进一步做好中医药振
兴发展、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等工作，科学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为维护人民群众健

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医改领导小

组组长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改工作
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坚定医改的理念、原则和路径，持续深化

“三医”联动改革，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补短板、强基层、建机制，巩固和扩大
医改成效，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
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福祉。

孙春兰指出，近年来，医改坚持从
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围绕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动药
品耗材集采和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成效持续显现，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7年的76.7岁增加到2021年的78.2

岁，彰显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的优势和活力。要继续推进区域医疗
中心、医学中心建设，完善医联体管
理，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养培训，提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构建分
级诊疗格局。要强化公立医院内部治
理和短板学科建设，深化药品采购、医
保支付、人事薪酬等综合改革，提升高
质量发展水平。要加快推进疾控体系
改革，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充实基层防
控力量，筑牢基层防线。要严格落实第
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加强培训，提
高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坚决制止层层
加码、一刀切，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
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
受影响。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举行的上
半年经济形势媒体吹风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达表示，今年以
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
杂严峻，经济运行在3月下旬到5月中
旬出现波动。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重
点区域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稳经济
政策效应逐步释放，6月份经济实现较
快企稳回升。

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丰收，工
业、服务业明显好转。夏粮总产量2948
亿斤，增产29亿斤。工业运行在经历4
月份的短暂下降后，5月份重回正增长，
6月份生产继续加快，全国统调发电量
同比增长4%，明显快于5月份；6月份
制造业PMI为 50.2%，比上月回升0.6
个百分点。服务业经营好转，6月份服
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比上月回
升7.2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上升5.8个百分点至61%。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

用明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从投资先
行指标看，前5个月新开工项目数同比增
长26.1%，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
23.3%。近期又新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
度8000亿元，创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3000亿元，项目建设保障力度加大，投
资关键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外贸增速
有所加快，6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
出口、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4.3%、22%、
4.8%，增速比上月分别加快4.7个、6.7个、
2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
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期间市场消费明
显回暖，网络零售较快增长，6月份全国
电影票房环比大幅增长1.7倍。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
多，经济大盘保持稳定。稳增长稳市场
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的12个省份，经济
总量约占全国的2/3，目前看大多数省
份保持正增长、增速有望快于全国，比
如福建、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份较好地
发挥了支撑拉动作用。中西部地区经
济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平，江西、重庆、

贵州、甘肃、宁夏等省份经济保持较快
增势。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省份经济
明显好转，上海、吉林等地区企业更是

“铆足了劲”，加速回补前期“缺口”，上海
重点企业用电量是去年同期的1倍多。

从经济走势看，面对内外部阶段
性、突发性因素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
时间内实现企稳回升，展现出我国经济
的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这充分说明我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
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
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宏观政策效应进
一步释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
升势头，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责人
对当前经济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
东说，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2个
月我国经济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疫情
反弹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

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各地区各部
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施稳经济大盘
各项政策，取得积极成效。5月下旬以
来，我国经济运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
因素不断增多。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
上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
我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半年居
民消费价格（CPI）平均上涨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说，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
商品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稳
价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有力保障物价基本稳定。“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仍然较多，但我们有底气、有信
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
间，全年涨幅3%左右的CPI预期目标可
以实现。”他说。

据新华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

6月我国经济实现较快企稳回升下半年有望继续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