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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治农民工

欠薪问题、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政府工作报告带来这些好消息！

从“饭碗”到“发展”，从“柴米油盐”到“文化需求”，他们的最大关注点在悄然变化着——

农民工代表的“关注之变”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带来这些好消息：

1.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

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

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

2.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

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3.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

款要增长30%以上。

4.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

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

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

训。

5.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

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

6.今年，要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实行“证照分离”改革，使企业更便捷拿到

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坚决克服“准

入不准营”的现象。

7.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减少拥堵、

便利群众。

8.今年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

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 20%

以上，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规范套餐

设置，使降费实实在在、消费者明明白白。

9.强化普惠性支持，落实好小规模纳

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

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

10.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

使符合减税政策的约 8000 万纳税人应享

尽享。

11.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

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

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

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

12.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

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

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

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

13.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抓紧制

定专门行政法规，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

农民工按时拿到应有的报酬。

14.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要大力进

行改造提升，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支

持加装电梯，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

街、停车场、无障碍通道等生活服务设施。

15.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今年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重

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

16.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

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

优质资源共享。

17.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

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

生的痛点。做好常见慢性病防治，把高血

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18.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适当提

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准，加强困境

儿童保障。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

度。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

（据新华社）

2008年，佛山“打工妹”胡小燕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成为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

表之一。如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已由

当时的 3 人增加到 45 人。他们代表的是

2.8亿多的农民工群体。

2019年的这个春天，农民工全国人大

代表将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他们带来

了哪些建议，最大关注点与以往相比有何

变化？在新时代，他们展现了什么样的履

职新风貌？

带着这些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进行

了采访。

从关注“饭碗”到关注子女教育

“以前，最关注的是自己的‘饭碗’。现

在，对收入已经没有太大的顾虑。”广州德

爱康纺织内饰制品有限公司缝制科一系系

长李先兰代表说，如果农民工所在企业稳

定性较好，那么收入增长已不是问题了。

收入增长了，生活条件改善了，更多

的农民工选择把孩子带出农村，留在自己

身边。

李先兰代表认为，当前农民工群体的

主要关注点是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以学前

教育为例，公立幼儿园难进，很多农民工子

女只能就读民办幼儿园，但高昂的费用又

让他们难以承受。李先兰代表今年带来的

建议是，各地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让普惠

制幼儿园的好政策在基层能尽快落地。

从一名“打工妹”成长为远近闻名的

返乡创业带头人，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馨代表始终关注农民工，今年，

她把目光投向了留守儿童群体。

王馨代表说，每次调研，她都能强烈

感受到子女教育问题成了很多外出农民

工的一块心病。她建议，“留守儿童的教

育，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除了政

府加大投入，社会组织也要多想办法，还

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近就业。”

“不差钱”后更关注“文化需求”

“文化礼堂是当前返乡创业就业农民

工群体的新需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头

戏。”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

工党支部书记黄久生代表说。

农民工的各项权益要有保障，精神文

化生活也不能落下。如今，农民工文化需

求也开始得到农民工人大代表的正视。

黄久生代表介绍，在河南，返乡创业

农民工的规模急速增长，仅2018年就新增

23.18万人返乡创业，返乡创业农民工总量

已达124.12万人。

“这么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乡镇

文化场所不足的短板就凸现出来了。”黄

久生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县级文化设施配

置逐步完善，但在乡镇层面，这里虽然聚

集着大量企业，但文化设施却严重不足。

“很多农民工回到家乡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只好喝酒打牌或者沉

迷手机游戏。”黄久生代表说。

黄久生建议，尽快在返乡创业就业农

民工人数较多的乡镇建设文化礼堂，将文

化礼堂建设纳入乡镇建设规划和乡村振

兴计划，在编制、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

“满足农民工在柴米油盐之外，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已经打工 26 年的山东三箭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油漆粉刷工陈雪萍代表也认为，

如今，很多农民工已经“不差钱”，差的是

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她呼吁相关部门将

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统筹规划。

“跨界”关注其他群体和领域

“我是农民工人大代表，我不仅仅为农

民工代言。”采访中，记者发现，与以往相比，

农民工人大代表关注的议题范围不断拓宽，

已不再局限于农民工相关领域，而是以更广

的视角，“跨界”关注其他群体和领域。

80后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苏荣欢今年

将关注点延伸到了“老漂族”群体。苏荣欢

代表解释称，“老漂族”往往为支持儿女事

业、照顾第三代，从老家来到儿女所在城市

后，因为异地医保从就医到结算都还有很

多麻烦，导致生病后去看门诊比较贵。

“希望医保异地门诊就医结算尽快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苏荣欢代表说。

采访中，多位农民工代表认为，一系

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出台，让农民工

的各项合法权益特别是劳动报酬权益有

了制度性保障。如今，农民工代表以更广

阔的视野、更强的责任意识，为国家发展

贡献力量。 （据中工网）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