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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落实“六保”任务 稳住经济基本盘
“六保”着力于兜住民生和

经济社会发展底线，是底线性
要求，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
力点。只有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帮扶
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保障粮
食能源安全供应、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水平和竞争力、保
障基层公共服务，才能稳住经
济基本盘。守住“保”的底线，
拓展“稳”的局面，以保促稳、稳
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夯实基础。

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世界经济深度衰
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
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
的困难和挑战。4月17日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
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是党中央审时度势，着
眼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
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的重要保证。”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加大“六稳”
工作力度的同时，扎实落实
“六保”任务，兜牢基本民生底
线，稳住经济基本盘，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落实“六保”任务意义重大

落实“六保”任务，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
要求，是坚持底线思维、集中
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有效
举措。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具体体现。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疫
情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造成冲击，也给民生保障带来
困难和挑战。越是遇到困难
挑战，越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充
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
线，努力办好群众关切的事
情，就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共同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和
挑战。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
要求。随着我国复工复产达
产逐步达到正常水平，疫情对
供给侧冲击已接近修复，但受
外部需求大幅萎缩等因素影
响，需求侧的恢复仍面临较多
困难。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是有效
对冲外部影响的立足点，必须
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六保”既拉动消费，又促
进投资。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基层运转，有利于把
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释放出来，
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
消费培育壮大起来，稳定扩大
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
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保市场主体、保粮

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有利于拉动投资需求，
培育更多新增长点，发挥投资
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落实“六保”任务，才能有效扩
大国内需求，更好释放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为经
济恢复和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的有效举措。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面
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困
难、新挑战，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既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
心，又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
确定性，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
事情。通过落实“六保”任务，
稳定和扩大居民就业，加强对
困难群体帮扶，解决中小微企
业面临的困难，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有利于
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
地，从容不迫地应对内外环境
的复杂变化，牢牢把握发展主
动权。

深入理解“六保”任务
的内涵和重点

“六保”任务涉及社会民生
各个领域，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落实“六保”任务，需要
把握工作重点。

保居民就业。就业是民
生之本，把保居民就业放在
“六保”首位，体现了就业的优
先地位。当前，我国就业形势
较为严峻，稳就业压力持续增
大。保居民就业，就要全面强
化就业优先政策，减负稳岗扩
就业多措并举，增强企业稳定
和创造就业岗位能力。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餐
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

生活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行
业复工复业复市，有效帮扶中
小微企业，帮助外贸企业拓展
市场渠道，着力稳定现有就业
岗位。针对部分企业稳岗压
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因
企因人分类帮扶，增强政策精
准性。通过鼓励发展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提供公益性
就业岗位、抓紧开工一批重大
工程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帮助低收入家庭、农民工等群
体就业。通过提供不断线的
就业服务、扩大基层服务项目
招聘等，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这次疫情加快线下场景
线上化，对劳动者岗位技能要
求发生变化。要抓紧开展职
业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增强居民就业能力。

保基本民生。民生稳，人
心就稳，社会就稳。保基本民
生，需要强化困难群体基本生
活保障。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
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
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
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
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
入低保。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把因疫
情和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
纳入救助范围。根据物价上涨
情况启动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
生活。

保市场主体。各类市场
主体是居民就业的载体。保
住市场主体，才能更好保居
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场主体，重点是保中小微企
业。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关键在于落实已经出台
的阶段性减税降费、减免企

业社保费以及延期还本付息
和降低利息负担等政策，并
将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
相结合，让更多受疫情冲击、
面临短期困难但能恢复运营
的企业存续下来，进而提高
生存和发展能力。

保粮食能源安全。粮食与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保粮食安全，需要做到
粮食生产稳字当头，压实“米
袋子”省长负责制，完善农业
补贴政策；坚持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依靠科技提高
粮食单产，保障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生产供给。保能源安全，
就要保障国内煤电油气等安
全稳定供应，统筹协调好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保持供需平
衡；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发展可再生能源，完善石油、
天然气、电力产供销体系，提
升能源储备能力。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事关我国
产业和经济安全。当前，全球
供应链体系加快调整，一些国
家推进供应链分散化，提高
“本土化生产”比例，全球供应
链收缩，区域化、近岸化特征
更趋明显。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全
球 供应链合作；另一方面需
要针对可能出现的“断供”，做
好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应对预
案，下决心补短板，培育可替
代的供应链，拓展国内供应渠
道，增强国内替代能力。同
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
水平开放提高国内产业链根
植性，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和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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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自明年1月1日
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
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
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
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暂
不禁止连卷袋、保鲜袋和垃圾袋。

塑料袋的发明，大幅减少了人们对
纸袋的需求，堪称上世纪最环保的发明，
如今却成了污染的代名词。站在消费者
的立场，便宜、好用又受欢迎的东西，一
定是好东西。市场的选择是理性的，塑
料袋无处不在，恰恰说明其贡献良多。
不过，也正因为塑料袋方便又实用，使得
白色污染现实地摆在了人类面前，成为
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2008年“限塑令”推出，塑料袋从免

费变收费。2018年5月，环保组织零废
弃联盟发布的《限塑令十周年——商家
执行情况调研报告》显示，达到收费等要
求的仅占9.1%，遵守“限塑令”所有规定
的仅占3.7%，线下零售场所执行“限塑
令”的情况不容乐观。虽然大型超市对
“限塑令”执行严格，但也不乏超市限制
范围之外的平口袋、保鲜膜等其他塑料
膜类包装。

“限塑令实施12年，塑料袋用量不
减反增”，如此论断只考虑了绝对值变
量，没考虑相对值变量，评价本身不够科
学。应该说，“限塑令”实际发挥了作用，
只是与人们所期待的仍有距离。如今，
九部门联合要求明年起禁用不可降解塑
料袋，无疑是“限塑令”的升级版。基于
“限塑令”的过往实践经验，对禁用不可
降解塑料袋，需要保持理性心态。

一方面，和“限塑令”一样，禁止不可
降解塑料袋也不是全禁。基于卫生及食
品安全目的，用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
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卷
袋、保鲜袋等，不在禁止之列。另一方
面，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袋，在具体执行过
程中，仍然会存在监管难题，假冒可降解
塑料袋等问题恐怕短期内也难以禁绝。

实际推广可降解塑料袋，之所以较
为困难，首先是因为价格太贵，这是很现
实的问题，性能较为平庸则是另一个问
题。抗摔比不上PC，耐热比不上PA，防
腐比不上PE，可降解塑料袋的性能提升
空间还很大。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
可降解塑料袋能否真正实现“可降解”？

不少企业都以“可降解”做宣传，但
据权威机构调查，市面上大部分可生物
降解塑料产品，只是工业堆肥条件下的

可降解，尚不能实现自然条件下的可降
解。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研究人员经过3
年的实验发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塑
料袋能完全被大自然分解。在实际处理
中，一般都是把可降解塑料袋和普通塑
料袋一起进行填埋或焚烧。“可降解”做
不到完全名副其实，这是推广可降解塑
料袋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实施“限塑令”到禁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无论是价格下降，还是性能提
升，无论是真正实现自然条件下可降
解，还是实现废弃塑料回收再利用，技
术进步、政策扶助与公众支持，缺一不
可。禁用主要是在政策端发力，市场端
发力离不开企业和公众的配合。期待
看到更便宜更好用的可降解塑料袋，让
选用可降解塑料袋真正成为市场自发
的理性选择。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要用好“市场之手”
□ 止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