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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赵浩表示，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承担着组织动员
广大职工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
斗的历史使命。新征程上，我们要忠诚
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勇于担当，奋
发进取，奋力谱写党的工运事业新篇章。

新时代需要奋斗拼搏、创新开拓。
刚刚在北京参加完中国工会十八

大，中铁隧道局集团盾构主司机、高级技
师母永奇就赶回西藏建设工地，继续带
领团队围绕盾构施工关键技术难题进行
科研攻关。

“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支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
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作为一
名隧道工人，我们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不断攻克盾构机在高原运行中的难题，
为高原‘天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泛深入开展
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
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在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让广大
职工群众信心和干劲倍增。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方电
网贵州六盘水供电局继电保护工王磊23

年扎根一线，自主创新研发各类专业新
设备、新工具30余项。学习了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他深有感触：“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劳动者的价值
和力量。我要在岗位上继续拼搏奋斗，还
要发挥以老带新的作用，激发年轻职工建
功立业、创新创造的智慧和力量。”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北京市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主席王振华深感责任重大。他
说：“我们要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将精神传达到每位职工、每个岗位。”

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
者，是职工的“娘家人”。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美团外卖配送
员、“90后”青年王哲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重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让身为外卖骑手的他深感温暖。

“工作中，企业工会就像一根纽带，加强企
业和骑手之间的民主协商和平等沟通，让
我们能在平凡岗位上收获成就感。”

“总书记强调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
服务基本职责，着力解决关系职工群众
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基层工会的
一员，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聚焦
职工需求，努力帮助职工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让职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工会大

家庭的温暖。”河南省洛阳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中铁十五局汉中产业园项目
工会主席唐菊说。

工会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不
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工
会改革和建设，作为一名工会人，我深感
使命光荣、责任在肩。”中国四联仪器仪
表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红兵表
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推
动建会强会、维护职工权益、推进企业民
主管理，充分激发一线工人创新创造热
情，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让更多创新成果
竞相涌现。

江苏省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耿晓利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

“要创新工作方式，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
精准、贴心的服务”这句话印象深刻。他
告诉记者，近年来，泰州市网约车行业工
会联合会、快递和外卖送餐行业工会联
合会等工会组织相继成立。今后各级工
会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深入了
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所需所盼，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好他们的“关键小事”，让

“工”字号服务更好惠及职工生产生活。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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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增发1万亿元国债
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中央财
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
10000亿元，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
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
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

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
了上述安排。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涝、
台风等灾害，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
重；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
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提出“加快恢复重建”“进

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有关工
作落实，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10000亿元，作为特别国债
管理。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
加到48800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
到3.8%左右。

此次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

方式安排给地方，今年拟安排使用5000
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据财政
部介绍，资金将重点用于八大方面：灾后
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
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
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重点自然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
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远洋渔业发展》白皮书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4日发布《中国的远洋渔业
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远洋渔
业的发展理念、原则立场、政策主张和
履约成效，分享中国远洋渔业管理经
验，促进远洋渔业国际合作与交流。

白皮书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中国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加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走远洋
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优化
产业结构，推进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
益，严控发展规模，强化规范管理，打
击非法捕捞，致力于科学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渔业资源，努力实现远洋渔业
高质量发展。

白皮书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平
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海洋
及海洋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推动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海洋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
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
债1万亿元。增发2023年国债目的何
在？增发的国债用于何处？万亿元的国
债资金如何管理？

为何增发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的必要之举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
涝、台风等灾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损
失较大，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
同时，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
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恢
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

这些重点工作离不开“真金白银”的
保障。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年
初预算已经安排了相关常规救灾和防灾
减灾资金，但难以满足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的需要。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

刘怡看来，叠加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保障“三保”支出等因素，地方通过自有
财力大幅增加相关领域资金安排的余地
较小。

“增发2023年国债，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有
关工作落实，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
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
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从国际上看，不少国家也会在年中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一些预
算调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石
英华说，根据今年我国的灾情，中央财政
增发国债、调整预算，是务实之举，体现
了财政加力保障重点支出的导向。

如何使用
增发国债将于四季度发行 资

金全部安排给地方

据了解，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需要，并统筹财政承受能
力，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
债10000亿元，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全
部安排给地方。其中，今年拟安排使用
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但具体资金使
用全部都在地方，这有助于缓解地方财

政收支压力，进一步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
也进一步优化了债务结构。”石英华说。

资金使用方面，据财政部介绍，将重
点用于八大方面：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
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
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灌区建设改造和
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涝
能力提升行动、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
体系建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灾
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此次资金使用安排跨越今明两年，
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资金使用方向兼
顾了当下和长远，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保障民生的同时，还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长期能力建设，
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石英华说。

此次增发的国债将在今年四季度发
行。“我们将及时启动国债发行工作。目
前，财政部已对四季度国债发行计划作
出调整，为增发国债留出空间。”这位负
责人说。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审核把关，尽快
将资金落到具体项目。财政部还将及时
下达国债项目预算，推动加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

“国债资金投入使用后，也有利于带
动国内需求，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经济回
升态势。”刘怡说。

怎样管理
中央预算相应调整 增发国债

资金纳入直达机制

在增发国债之后，2023年中央预算
也作出相应调整。

据了解，2023年中央本级支出不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年初预算增加
50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相应增加5000亿元，支出增幅由5.2%提
高至7.4%。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相应增加。
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38800亿元提高
至488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31600亿
元增加到41600亿元，预计财政赤字率
由3%提高到3.8%左右。

近年来，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其他
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刘怡看来，当前我
国政府具有增发国债的空间，此次增发
后风险整体可控。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好用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

充分利用直达机制，将国债支出资金全
部纳入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实施全流程
跟踪监测，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

“我们还将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盯紧盯牢国债资
金使用，严查挤占挪用国债资金等违法
违规行为，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这
位负责人说。（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增发万亿元国债目的何在？用于何处？
■新闻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