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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又是一

年 植 树 节 ，不 负 春 光 添 新 绿 。 为

深入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

持 续 推 进 国 土 绿 化 行 动 ，按 照

全 省 统 一 部 署 ，我 市 3 月 12 日开

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市委书记

周 斌 、市 委 副 书 记 葛 巧 红 等 在 平

的市领导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参

加植树活动。

全市设 12 个集中植树活动点，

其中 1 个市级主会场、11 个县（市、

区）分会场。市级主会场设在鲁山

县国有林场第一营林区虎营林班

管 护 区（马 楼 乡 虎 营 村 沙 河 南

岸）。周斌等市领导一来到植树地

点，就拿起铁锹与干部群众一起忙

碌起来。扶正树苗、挥锹培土、踩实

松土、提桶浇水，每道工序都细致认

真、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

象。据统计，全市当天共有 1.96 万

人参加，栽植楸树、银杏、国槐、石

楠、侧柏等苗木 21.13 万余株，栽植

面积 3063 亩。

植树间隙，周斌向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详细了解全市绿化工作情

况 ，并 同 在 场 的 干 部 群 众 亲 切 交

谈。他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不断丰富

和拓展造林绿化形式，锲而不舍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让天蓝、地绿、水

净、气爽成为平顶山的亮丽名片。

要科学编制绿化规划，因地制宜、结

合实际优选乡土树种，研究创新管

护模式，加大后期管护力度，营造爱

绿、植绿、护绿浓厚氛围，确保种一

片、活一片、成林一片，不断提升植

树造林质量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探索特色林

业产业发展新途径，动员引导农村

群众调整林木种植结构，持续增收

致富，促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全面提升。

近 年 来 ，市 委 、市 政 府 坚 持 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持续

植绿增绿，“十三五”期间累计造林

111.37 万亩。截至目前，全市林木

蓄积量 1205 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

35.1%。去年，我市坚持全市动员、

全民动手、全社会植绿，共完成造林

19.27 万亩，占省定任务的 177%；完

成森林抚育 20.28 万亩，占省定任务

的 105%，推动生态建设提标准、提

速度、上水平，实现了由“煤城”向

“美城”的华丽蝶变。今年，全市计

划安排造林 10.05 万亩，目前已完成

8.75万亩。

周斌葛巧红等参加

市领导参加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3 月 12 日，市委书记

周斌到鲁山县调研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地处鲁山县韩梁煤炭矿区的梁洼镇属浅丘

陵地区，多年的资源开采给当地生态及百姓生

活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为统筹区域内土地资源

和生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鲁山县

引入国内生态修复行业领军企业——亿利生态

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梁洼镇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周斌先后到项目区域内的梁洼镇郎

坟村、鹁鸽吴村，实地察看尾矿坑整治、土地治

理、河道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等情况，充分肯定

项目推进成效。

周斌指出，实施梁洼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

是全域优化梁洼镇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布局、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造福子孙后代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继续坚持一流标准，突出精益求精，扎实推进

项目区域内工矿废弃地复垦、宜耕后备资源开

发、耕地提质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增减

挂钩拆旧复垦，加快山水林田湖草村各要素生

态修复进度，持续提高区域土地配置和利用效

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要统筹推进土地综合

整治和乡村振兴，将工矿废弃地环境修复治理

与土地复垦、产业发展、水系连通、景观建设、

文 旅 开 发 等 结 合 起 来 ，大 力 推 进 人 居 环 境 整

治、传统村落与乡土文化保护，因地制宜导入

现代农业、休闲康养、文化旅游等产业项目，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生态效益账、算百

姓幸福账，积极为项目实施提供政策、资金等

支持，全力做好项目协调工作，为企业营造优

质施工建设环境，推动项目早日建成、群众早

日受益。

周斌还来到鲁山县迎宾大道项目、将相河

水污染治理暨湿地建设工程工地，详细了解项

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等情况，对该县大力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的做法给予充分

肯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

重城市发展规律，注重规划引领作用，紧紧围绕

群众需求和发展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加强城市生态修复，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努力

把县城建设得更加宜居宜业、富有特色。

市委副书记葛巧红等参加调研。

周斌在鲁山县调研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时强调

扎 实 开 展 全 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促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

出意见。

一、2020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

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

各族人民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

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在艰辛的抗疫历程中，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各方面持续努力，不断巩固防控成果。我们针对疫情形势变化，及

时调整防控策略，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

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创造必要条件。

一年来，我们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围绕市场主体的急需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面对历

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立足国情实际，既及时果断又保持定

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科学把握规模性政策的平衡点。注重用改革和创新办

法，助企纾困和激发活力并举，帮助受冲击最直接且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渡难关。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市

场主体减负超过 2.6 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 1.7 万亿元。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

式，对新增 2 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建立直达机制，省级财政加大资金下沉力度，

共同为市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及时补充财力。支持银行定向增加贷款并

降低利率水平，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增长 50%以上，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 1.5 万亿元。对大企业复工复产

加强“点对点”服务。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好于预

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宏观调控积累了新的经验，以合理代价取得较

大成效。

二是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人民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市

场主体也是为稳就业保民生。各地加大稳岗扩岗激励力度，企业和员工共同克服

困难。多渠道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新增市

场主体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年末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 5.2%。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巨大冲击下能够保持就业大

局稳定，尤为难能可贵。加强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线

上办公、网络购物、无接触配送等广泛开展。大幅度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对

因疫情遇困群众及时给予救助，新纳入低保、特困供养近 600 万人，实施临时救助

超过 800 万人次。抵御严重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全力应急抢险救援，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生活。

三是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较大幅度增加财政扶贫

资金投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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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市委书记周斌（中）等市领导在义务植树。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3 月 5 日 ，

李克强总理代表

国务院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

新 华 社 记
者 丁林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编制，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

为，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

行动纲领。

第一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第一章 发展环境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条件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面临新的机

遇和挑战。

第一节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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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一章 发展环境

第二章 指导方针

第三章 主要目标

第二篇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
塑造发展新优势

第四章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第五章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第六章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第七章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第三篇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第八章 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第九章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十章 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

第十一章 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四篇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
新发展格局

第十二章 畅通国内大循环

第十三章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十四章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第五篇 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
字中国

第十五章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第十六章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

第十七章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第十八章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第六篇 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十九章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第二十章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第二十一章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第二十二章 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第七篇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第二十三章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

第二十四章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第二十五章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

第二十六章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第八篇 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 提
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第二十七章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

第二十八章 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第二十九章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第九篇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十章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

第三十一章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第三十二章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

第三十三章 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

展空间

第十篇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三十四章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第三十五章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第三十六章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第十一篇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三十七章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

第三十八章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第三十九章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第十二篇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第四十章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第四十一章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第四十二章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

第十三篇 提升国民素质 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第四十三章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第四十四章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第四十五章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

第十四篇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共
建共治共享水平

第四十六章 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

度体系

第四十七章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第四十八章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第四十九章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

第五十章 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

疾人基本权益

第五十一章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

第十五篇 统筹发展和安全 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第五十二章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

能力建设

第五十三章 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

第五十四章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

障能力

第五十五章 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十六篇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第五十六章 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质量效益

第五十七章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

第十七篇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建设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

第五十八章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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