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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时政

“我省把降本减负作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也关注到

自 2016 年我省连续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意

见》⋯⋯”昨天下午，在省人大常委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询问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林天宁第一个抢到“麦”，发问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关于企

业降本减负的话题。

在将近 3 个小时的专题询问会上，10 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 2 名省人大代表的

先后发言，提问切中要害，问题“辣味”十足；作为应询者，相关职能部门不回避问题，坦

诚回应。这次询问会既是本次专项监督的“重头戏”，也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的“第一篇”。

降本减负有没有起到效果？
政策制定如何避免“一刀切”？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询问会，“把脉”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2007年到2019年，中天控股集团

联手钱江晚报推出“中天·钱报”助学行动，至今已经走过十二个年头。

2019 年的高考即将来临，又一年的高考学子将走进梦中的象牙

塔。新一季，“中天·钱报”助学行动依然与你不见不散。这是在昨天

举行的中天控股集团公益慈善报告发布仪式上发布的。

每年这个时候，中天控股集团都会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在仪式

上，会出炉一份沉甸甸的《中天控股集团 2018 公益慈善报告》。报告

中，会向公众公布这一年以来中天控股集团各类慈善项目的进展与成

果。2018 年度中天控股集团共投入 2105.96 万元用于各类公益慈善

支出。其中，用于助学助教的金额为1152.067万元，用于扶贫助困的

金额为 667.87 万元，用于志愿者服务及其他公益慈善支出金额为

138.565 万元，用于救灾金额为 1.5 万元，向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

145.994万元。

这其中，中天控股以各种形式帮扶各级、各类学生 3741 人，奖励

或帮扶教师 240 人。而“中天·钱报”助学行动，就是其中最温暖的部

分之一。

目前，十二季“中天·钱报”助学已经救助贫困学子7149人次。走

过了12年助学旅程，“中天·钱报”助学行动和孩子们一起一路茁壮成

长，从最初的每人 4000 元助学金，到后来的每人 5000 元，再到 2018

年的每人6000元。从最初的只资助大学新生，到2013年推出持续帮

扶项目，帮助那些接受过“中天·钱报”助学帮扶、但家庭依然贫困的孩

子，一直到完成大学学业。持续帮扶受助学子里，有不少是连续两年、

三年甚至四年接受帮扶的。

2019年“中天·钱报”助学项目如约而至，每名贫困学子依然能获

得 6000 元助学金，具体助学名额也将于近期在《钱江晚报》上公布。

本报记者 王丽

圆你大学梦，“中天·钱报”助学行动如约而至
12年来，“中天·钱报”助学已救助贫困学子7149人次

本报记者 蓝震

近年来，浙江在降本减负方面出了一系列的硬招实招。询问会

上，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林天宁最关心的，是这

些降本减负政策到底起到了怎样的效果？话音刚落，省经信厅的负责

人马上接过了话筒，不讲套话，不回避问题，用数据说话：

从2016年到2018年，分别减负1010亿元、1250亿元和1650亿元，

三年累计减负3910亿元；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从 2015 年的 84.8 元

下降到2018年的83.8元，综合成本低于全国，也低于江苏、广东、山东

等工业大省；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从 2016 年 3 月开始连续 32 个月保持

两位数增长。

“今年 1 月份，我省最早确定小微企业六税两费按顶格 50％减

征，并最早发布；4 月份，我省出台‘减负新 20 条’，是全国最快出台综

合性减负政策文件的省份⋯⋯”

该负责人表示，新的减负政策出合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年

一季度，浙江全省共为企业减负 335 亿元；从全年看，“减负新 20 条”

可减 1300 亿元，加上前四批政策中今年仍然有效的措施将继续减负

1100亿元，预计今年全省减负金额将突破2000亿元。

虽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减负降本措施，省经信

厅的负责人也表示当前企业减负降本工作还有不少提升空间，“比如，

在土地税费方面，企业不但要向国家支付土地出让金，每年还要缴纳

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在计税方法上又存在着重

复征收。”

降本减负有没有起到效果
省经信厅：一季度已为全省企业减负335亿元

“在调研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反馈，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多

都是传统的制造型企业，不少企业反映，希望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的

政策和措施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能够尽量不要做一刀

切或者不达标就关停，而是给出一定的缓冲期⋯⋯”会上，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唐睿康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省生态

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

会后，唐睿康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是省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织的全省范围环境保护督查中，企业家们

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受到历史原因影响，传统制造型企业在

升级转型过程中还存在‘转身慢’的现象。一个政策出台之后，要求

他们马上整改，整改不了就关停，对这些企业来说，困难比较大。”唐睿

康说。

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也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省生态环境厅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一刀切”。

比如今年 1 月，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

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在

环保督察执法中坚决防止不加区分的“一刀切”。

3 月份连续出台《关于禁止生态环境保护“一刀切”工作意见》、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基层减负十条措施》，细化提出防止“一刀

切”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省在防止不达

标就关停等‘一刀切’现象上，情况是比较好的。不加区分、不分青红

皂白的‘一刀切’行为基本得到解决。”该负责人表示。

政策制定如何避免“一刀切”
省生态环境厅：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