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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从有关
方面获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新闻中心将于10月12日启用并
开始对外接待服务。新闻中心记者接待
服务区设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

新闻中心将热情为前来采访党的二
十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的媒体记者和外国媒体记
者办理采访证件、受理采访申请，组织大
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安排记者
参加大会采访活动。

新 闻 中 心 网 站（http：//20th.

cpcnews.cn）和相关平台账号（微信公
众号、新浪微博账号、今日头条号）将于
10月10日零时开通，及时刊载发布大会
信息，以及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记者
采访活动公告等。网站设置了“记者专
区”，为注册的中外记者提供信息服务。

新闻中心境内记者接待组联系电

话：68356200、68356300，传真电话：
68356700、68356800；港澳台记者接待
组联系电话：68350700、68350800，传
真电话：68350900、68351900；外国记
者 接 待 组 联 系 电 话 ：68350100、
68350200，传 真 电 话 ：68350400、
68350500。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统计
局8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比2012
年累计降低26.4%，年均下降3.3%，相当
于节约和少用能源约14亿吨标准煤。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加速
转变，清洁能源占比持续提升。2021年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装
机容量达到11.2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

容量的比重为47%。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装机均超过3亿千瓦，连续多年稳
居世界首位。

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
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占比持续
上升。2021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生产
总量的比重达6.1%，比2012年提高2个
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比重上升
到20.3%，提高9.1个百分点；而原煤比
重为67%，较2012年下降9.2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清洁低碳加快推进。
2021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2012年的68.5%降低到56%，下降12.5
个百分点；石油占比由 17%上升到
18.5%，提高1.5个百分点；天然气占比
由4.8%上升到8.9%，提高4.1个百分点；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由9.7%上升
到16.6%，提高6.9个百分点。

人均用能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
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3531千克标准煤，

比2012年增长18.9%，年均增长2.2%。
民生用能保障有力。2020年，我国人均
生活用能456千克标准煤，比2012年增
长46.2%，年均增长4.9%；人均生活电力
消费量年均增长7.3%，人均生活天然气
消费量年均增长8.1%。

根据报告，2021年，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2012年增长
30.4%，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
均6.6%的GDP增速。

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10月12日启用
新闻中心网站和相关平台账号10月10日零时开通

国家统计局：10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3.3%

（上接02版）
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整治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排查治理民生
领域“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
石”，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零容忍”。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2.3
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71.8万人。

——“四风”惯性被有效扭转，干部
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更
加纯净健康。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43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185人……”

2022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
布了上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汇总情况，这已是该数据连续第
107个月公布。

五年来，各级党委（党组）把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重点任务，坚
持严的标准和严的氛围，查纠“四风”突
出问题。

深入整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
吃喝等突出问题；深挖细查收送电子红

包、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集中纠治
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表态多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问题……一系列歪风积弊成
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四风”问题56万个，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81.2万人。党员、干部普遍反映，中
央八项规定成为实实在在的“铁八条”，大
大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

——党员、干部工作状态、精神状态
更加积极向上，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精气神有力提振。

2022年仲夏，新疆乌什县托万克麦
盖提村种植的黑木耳迎来集中上市期。
这几年，天山脚下这个小村庄，凭借木耳
产业让乡亲们摆脱了贫困，成了远近闻
名的致富村。

繁荣背后，是新疆“访惠聚”驻村帮扶
工作的丰硕成果。自2014年这项工作开
展以来，新疆全区共选派50余万名党员
干部深入到1万多个村队（社区），用心用
情为各族群众干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在疫情防控最

前沿、在抗洪救灾的波涛中……广大基
层党组织有力组织、守土尽责，广大党
员、干部挺身而出、英勇奋战，凝聚起众
志成城、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飘扬在基层一

线，一个个醒目的“党员先锋岗”标识在
工作岗位，党员、干部引领在前、冲锋在
前、战斗在前的劲头十足，以过硬作风展
示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持续向
善向上，全社会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正值客流高峰期，走进成都美食一
条街里的一家串串店，店长罗坤正在引导
客人：“您好，我们店里有小碗菜，串串也
可以按照个人需求拿，主食也可以先点半
份。如果不够，后续还可以再加。”

一句温暖的提醒，正是“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见证。
通过遏制餐饮浪费行为，讲排场、比阔气
等不良风气和不理性、不文明消费习俗
被逐步破除，“管够不浪费”“吃好不奢
侈”逐渐成为时尚。

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规范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行为，把过紧日子作为常态化要求，不断
压减“三公”经费支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把加
强作风建设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等结合起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践行新风正气，带动全社会敦风化俗，让
新风吹遍每个角落。

数据无言，却最有说服力。
2022年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电话

调查结果显示，对党中央带头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表示满意、总体
成效表示肯定的，分别为98.2%、95.7%。

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驰而不息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定能
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
量，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阔
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今年以来，为稳经济、稳市场主体、
稳就业，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社会保险“降
缓返补”一揽子政策。当前，受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仍面临
一定困难，多地加力落实各项社保助企
纾困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向企业发放稳岗资金646.3亿元

“国家政策出台后，我们制定实施细
则，通过建立人社、税务联动机制，精准
识别符合条件的企业，最大限度放宽缓
缴期限，并明确可分批次补缴，减轻企业
的还款负担。”湖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夜幕降临，位于湖南长沙市岳麓区
岳华路的徐记海鲜菜肴飘香、宾客满
座。此前因疫情影响，这家大型餐饮企
业部分门店暂停堂食，导致经营收入下
滑，资金周转压力加大。

企业品牌营销部经理郭阳告诉记
者，关键时候，当地人社部门为企业缓缴
社保费近200万元，发放留工培训补助
65万多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26.9万多
元、降低工伤社保费近7万元，帮助企业
解决了短期困难，也稳定了约1700人的

用工队伍，目前经营已恢复稳定。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缓缴社会保险费，加大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实施力度，发放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一次性扩岗补助……今年
以来，我国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
市场主体纾困减压、助力企业稳岗扩岗。

人社部数据显示，1至7月份，各地
落实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为企业减
负超过1000亿元；阶段性缓缴养老、失
业、工伤三项社保费政策出台4个月，已
缓缴660余亿元；1至8月份，各地已向
1120.1万户次企业发放稳岗资金646.3
亿元。

不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和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社保助企纾困政策靠前
发力，及时调整实施的广度、力度和精度。

——惠及主体不断增多
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

政策实施范围从5个特困行业，5月起扩
大至22个困难行业以及疫情严重地区
的困难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9月起
进一步扩大至所有地区的困难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7月起，中小微企业的

医疗保险费也获准缓缴3个月，规模约
1500亿元。

——支持力度持续提高
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

由60%最高提至90%，大型企业由30%
提至50%。1至8月份，各地向721.1万
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48.4亿元，
受益企业数量和返还金额分别是去年全
年的1.8倍和1.9倍，全国超半数参保企
业受益。

——支持举措升级加码
创新推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

实施4个月来发放补助196.8亿元，惠及
395.7万户企业；新增一次性扩岗补助，各
地已向8.2万户企业发放3.7亿元，鼓励企
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25万人。

优化办事流程让企业早受益

为加快释放社保助企纾困政策红
利，多地优化办事流程、精简证明材料、压
缩办理时限，让资金早到位、企业早受益。

“原来担心材料不齐、流程复杂，没
想到通过网上申办，一上午就完成了，效
率特别高。”银川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负
责人白友文说。

今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社厅、
税务局、社保局研发开通了缓缴社保费
的网上申办系统，免现场申请、免纸质材
料、免人工审批，大幅提高经办效率。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留工培
训补助和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方面，人
社部门全面推行“免申即享”，变“企业找
政策”为“政策、资金、服务找企业”，利用
大数据比对锁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资
金直接发放至企业账户。

“我们没有申请，政府就发放了6万
多元稳岗返还资金，19万多元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既意外又暖心。”吉林延吉
市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部长单敏说，疫情导致商场客流量减
少，营业额下滑，所获资金将用于稳定近
400人的用工队伍。

目前，借助全省一体化信息系统，吉
林省实施“免申即享”，资金“一键发放”。

山东省人社厅实行告知承诺制，在
企业暂时无法提供相应材料的情况下，
以“一纸承诺”取代“一摞材料”，让企业
先行享受政策，确保助企纾困政策清单
尽快兑现。

据新华社

1至7月 社保“降缓返补”为企业减负逾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