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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30 日 电 （申 铖
梁晓纯） 财政部 30 日公布了 2022 年财

政 收 支 “ 成 绩 单 ”。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203703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0.6%，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增 长 9.1%；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出 2606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当 日 ， 财 政 部 召 开 网 上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了 2022 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财 政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民生等重

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9488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3.8% ，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增 长

13.1% ；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108818 亿 元 ， 比 上 年 下 降 2.1%，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增 长 5.9%。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166614 亿 元 ， 比 上 年 下 降 3.5% ，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6.6%。

支 出 方 面 ，2022 年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算本级支出 355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2503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4%。从主要支出科目看，

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交通运

输等领域支出增长较快。

此 外 ，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 全 国 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7879 亿元，比上年下

降 20.6% ； 全 国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110583 亿 元 ， 比 上 年 下 降 2.5%。 全 国 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689 亿元，比上年

增 长 10%； 全 国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33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5%。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0万亿元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宝
光）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了《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工作条例（试行）》

（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 指出共青团宣传工作是

团的基本职能，是共青团为党做好青

年群众工作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式，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抓好党的事

业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紧紧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引领广大团员青年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传承红色基因，提升精神素养，

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

和文化条件。

《条例》 明确共青团宣传工作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符合青少年

认 知 特 点 和 接 受 习 惯 ， 坚 持 党 团 队 育

人 链 条 相 衔 接 ， 坚 持 弘 扬 主 旋 律 正 面

宣 传 为 主 ， 坚 持 固 本 培 元 、 激 浊 扬

清 ， 坚 持 解 决 思 想 问 题 与 解 决 实 际 问

题相结合。

《条例》 从组织领导和职责、共青

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对港澳台和对外

青少年宣传工作、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宣

传工作、团属新闻舆论和出版工作等方

面作出规定，对加强党对共青团宣传工

作的全面领导提出明确要求。

《条例》 是共青团第一部关于宣传

工作的主干性团内规章，将为全团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重大决

策部署，不断提高共青团宣传工作的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共青团中央印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工作条例（试行）》

复工返岗 务工专列开行

1 月 30 日，乘坐 2023 年重庆首趟务工定制专列的旅客在重庆西站候车室候车。当日，由重庆西开往广州南的 D4881 次务工专列顺利开出，来自川渝两地的约 890 名务工人员踏上返岗之路。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左图：1 月 30 日，务工人

员在柳州火车站排队进站。

当 日 ，2023 年 广 西 柳 州 市

首 趟“ 点 对 点 ”送 工 服 务 专

列 D3755 次 列 车 从 柳 州 火

车 站 发 车 ，500 多 名 来 自 柳

州 市 各 县 区 的 务 工 人 员 乘

坐动车前往广东返岗复工。

黎寒池/摄（新华社发）

右图：1 月 30 日，贵阳北

站 工 作 人 员 引 导 D2879 次

务 工 专 列 旅 客 乘 车。当 日 ，

D2879 次 务 工 专 列 从 贵 阳

北 站 发 车。这 是 2023 年 贵

阳 开 出 的 首 趟 高 铁 务 工 专

列，搭载 600 余名外出务工

人 员 南 下 就 业。据 了 解 ，该

趟 务 工 专 列 由 贵 州 省 黔 南

州、广东省广州市的人社部

门 根 据 务 工 人 员 返 岗 需 求

定制加开。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春节，是河北省大名县亿帆家庭农场主张宁

难得的清闲时间。在他位于大名县张铁集乡前劝

善村的农业大棚里，圣女果（又称小西红柿、樱桃
番茄等——记者注）的秧苗已蹿至约 1 米高，一串

串果子开始变红。春节一过，农场就要开始修理秧

苗、授粉，紧接着便是更为忙碌的采摘和销售。

“这个棚里最多时有三四十人在忙。”正月初

四上午，张宁带着记者来到大棚。此时室外温度约

零下 4 摄氏度，冷风逼人，但掀开帘子走进大棚，

像一脚踏进了“春天”。棚内约 1000 平方米，温度

约 15 摄氏度，一列列圣女果秧苗正沿着笔直的尼

龙细绳努力向上攀爬，一片绿意盎然。

类似这样的大棚，张宁还有 18 座，占地共 100
多亩，用来种植蔬菜、瓜果。眼下，这些棚里主要种

植圣女果，“每亩可以产 1 万斤左右，一年能收 3
茬”。至于销路，张宁是不愁的，他笑呵呵地说：“过

了年，就会有大客户来联系收果。”按照目前的市

场价格，每斤圣女果可以卖到 4-5 元，收入可观。

如 今 的 张 宁 是 十 里 八 乡 小 有 名 气 的 种 植 能

手，有不少种植户来他的农场参观，也有游客来采

摘。春节走亲访友时，总有人向他打听大棚种植的

相关问题。但在刚开始种植时，张宁没少栽跟头。

虽说在村里长大，但这名 85 后几乎没怎么种

过地。大专毕业后，有个“军装梦”的张宁参军入

伍。2007 年退役后，他做过石材、外墙涂装等行业

的工作，有了些积蓄，但他总觉得“那些不是长久

之计”，“想回来干点事儿”。

四处考察后，张宁瞄准了大棚种植，2014 年

开始种植蔬菜、瓜果。“一开始啥都种，市场上要辣

椒，咱就种辣椒，市场上要芸豆，咱就种芸豆。”张

宁说，最初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很被动。

2017 年秋天，一场疾风骤雨直接将张宁的大

棚“给掀了”，棚里是刚种上的辣椒。由于地势低

洼，积了不少水，张宁和妻子两人手忙脚乱，风雨

里一边修补大棚，一边往棚外抽水。“当时不懂，后

来学了新技术，优化了内部结构，现在的大棚就不

会这样了。”张宁指着眼前一座投资 20 多万元修

建的半冬暖大棚说。

张 宁 也 种 黄 瓜 ，去 市 场 挑 选 黄 瓜 苗 时 ，“ 一

看 200 多 种 ，直 接 就 懵 了 ，咱 怎 么 知 道 哪 种

好 ”。他 常 常 遇 到 不 靠 谱 的 种 苗 推 销 ，因 此 被 坑

了 不 少 钱 。 （下转 2 版）

一名85后退役军人的“春天”

□ 孙庆玲

谈起为何返乡做家庭农场时，85 后退役军
人张宁说：“想回来干点事儿。”

今年春节期间，我听到不止一名年轻人说
过“想干点事儿”，让人振奋。去年此时，大家聊
天的关键词还是“疫情”。

他们有的是想回到村里“干点事儿”。在河
北省大名县孙甘店镇陈道仙村，3名85后农村青
年投资约200万元成立了中叁农业合作社，流转
400多亩土地种植菊花，用以制茶、制药。在距离
该村不远的张铁集乡南刘店村，85 后青年赵永
杰最初种植山药，现在主攻山药的存储、分销，每
年经他的冷库分销出去的山药约1600万斤。

也有的是想为村里做更多的事。孙甘店镇

最年轻的村支书是一名 90 后退役军人，回乡之
前在哈尔滨当过8 年兵。他坦率地说，如果只是
回村“躺平”，“那回来就没有意义，在外面随便
干点啥不好？”正月初五一早，他所在的镇政府
重启了因疫情中止了 3 年的招商引资座谈会，
其中一名 80 后干部说：“有的乡初二就开了，咱
们这算开得晚了。”

还有不少年轻人想走出村闯一闯。春节期
间，一般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村里信息流
动“最活跃”的时候。听说同村有人承包建筑工
程，一名快要毕业的00后便“自荐”去实习锻炼，
准备启程去海南的某处工地“开工”。过了正月初
五，村里不少人就将离乡返工，一名即将外出务工
的村民说，“在家多待一天就耽误挣一天的钱”。

有人为了谋生，有人为了见识更广阔的天
地，有人为实现自我价值⋯⋯无论怎样，大家这
种干事的紧迫感和热情，让人振奋，也让我备受
鼓舞。时光易逝，与其“躺平”抱怨，不如站起来
向前冲，说不定会闯出另外一片天地。

村里年轻人铆足干劲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当了 20 多年律师，时福茂把职业

生涯的大多数精力都奉献给了求助维

权的劳动者。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

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

誉称号折射了他多年来关注职工权益

保障的奔忙。每次遇到类似问题，他总

认为自己有做点什么的责任，2022 年

11 月底的那天也不例外。

那天中午，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以下简
称“劳专委”）主任梁枫在委员群里征

求委员意见，看是否要共同修订一份

新的关于疫情下劳动用工合规与劳动

关系的法律问答。

时福茂第一个响应，他连中午饭

都没吃，赶紧修订这份问答。

后 来 ，这 份 包 含 了 44 组 问 答 的

《疫情下劳动用工合规与劳动关系法

律问答（2022）》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

的官方公众号于 2022 年 12 月中旬发

布，内容涉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与

变更，加班、工资、工伤认定等 7 个方

面。参与修订的 11 名律师，大多是一

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在劳动

法领域有丰富经验。

对他们来说，修订这份具有普法

和大众服务性质的法律问答，从业务

上讲并不难，更重要的是把大家凝聚

在一起的这份责任心。早在 2020 年疫

情发生之初，这份问答的前身就已经

推出。当时，由于时间紧，且要新制作

一份法律问答，较之这次修订，参与的

律师人数更多。

工资怎么发、假该怎么放？劳专委

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崔明明发现，这 3 年，自己身边很多律

师都被问过这两类问题。

一些误区客观存在，也有新问题

层出不穷，等待解答。有的企业认为，

生产停了，员工没来，工资就可以直接

不发。再后来，有员工感染了，因为没

有做核酸确诊，面临到不到岗、居家办

公扣不扣工资的问题。

崔明明回忆，“我们都有不同的客

户，早先的问答受到客户咨询的启发，

我们发现现实中有这些疑问，并且延

伸了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2022 年版的法律问答，也是在政策变动的背景下产

生的。劳专委的委员们达成一致，综合此前的经验，他们

可以就目前已经确定的热点问题作出回答，以免在基本

问题上产生更多误解和矛盾。

还有一些新的具体问题，在实践中律师们持不同意

见。崔明明认为，很多时候劳动法律师更像是“法官”的角

色，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化解矛盾于未然，而不

是仅仅从单个客户的眼前利益出发。保护企业良性发展

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二者从长远上看并不矛盾，但在

具体问题上，每名律师都要考虑怎么去“平衡”。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被调整为“乙类乙管”，这份问答

的部分内容在诞生后仅一个月就“不合时宜”了。不过在

时福茂看来，没有谁“先知先觉”，重点是作为专业律师，

要随时随地关注政策的最新发展和变化，并在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这恰恰是劳专委以及像他这样的专业劳动法

律师的职责所在。 （下转 2 版）

一份法律问答里的持久关切

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刘昶荣）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

步下降态势。”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主持人米锋说，农村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

1 月 25 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消息称，春节假期，全

国疫情未出现明显反弹，在整个流行过程中，未发现新的

新冠病毒变异株输入，我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

防线。发布会通报，春节期间（1 月 21 日至 27 日），基层医

疗机构发热诊室的诊疗量处于低位，正月初一诊疗量最

低，之后有所回升，但一直低于春节前的诊疗量，大约减

少 40%，和 2022 年 12 月 23 日的峰值比，下降 94%。

农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一直是我国疫情防控的重

点地区。今年春节是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的首个春节，早在春节之前，我国就对农村地区的防控和

救治工作进行了系列部署。春节期间，各地累计下沉干部

380 多万人次到农村基层参与疫情防控。

“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

上升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毛德智在发布会上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1 月以来，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状况在持续改

善，目前 94%以上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所配的中药、解热、

止咳类药品可用一周以上，85%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达

到了两周以上的储备量。截至 1 月 27 日，全国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共配备指氧仪 289.4 万个，制氧机 21.9 万台。

全国整体疫情进入低流行水平
农村仍需重点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