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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相关政

策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领域助企纾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对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其就业主渠道作

用。李克强总理指出，要针对受疫情影响重、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等特殊困难行业，

研究精准帮扶措施。省委省政府要求,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为全面贯彻落实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关于促进服务业领

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改财金〔2022〕271 号)，帮助我省服务业特别是

餐饮、零售、旅游、水路公路铁路、民航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聚集性接触性行业企业

减轻负担、渡过难关，经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等

14部门制定出台了《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

二、服务业助企纾困政策的主要内容



服务业政策主要目标是通过释放政策红利助企纾困，支持服务业市场主体渡过难

关、恢复发展。政策制定立足于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和维护企业可持续运营环境两

个方面，体现普惠性和行业性相结合、中央政策和省市政策相结合、增强企业自我发

展能力和优化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相结合，具体分为三大类，共 47条具体措施:

一是普惠性的扶持纾困措施，包括: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财税政策，提高

失业保险轮岗返还比例等就业扶持政策，分类实施房租减免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制

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 14条具体措施。

二是针对性服务业纾困措施。针对餐饮、零售、旅游、公路、水路、铁路、民航等

5个特别困难重点行业，分别提出纾困扶持措施，靶向施策，解决特殊行业当下最急迫

的困难，包括企业防疫消杀支出补贴、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发放消费券、提供融资

增信支持等细化落实具体举措，确保政策导向明确、针对性强、有效有力，共 30条。

三是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

控效果”的防疫工作要求，提出防止和避免“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倾向的

保障措施。通过实施“四个精准”“八个不得”疫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四个精准”即建立精准监测机制、提升精准识别能力、强化

精准管控隔离、推广精准防护理念。“八个不得”是在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五个不得”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对服务业行业提出“三个不得”精准防疫要求，即

不得随意封城封区、中断公共交通，不得随意关停服务业场所，不得对服务业擅自加

码疫情防控措施等，共 3条。

三、重点工作考虑



一是抓好工作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工作，强

化政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抓紧抓实抓好本辖区、

本部门(系统)、本行业(领域)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推动各有关方面加深对政策的理解，

明确工作重点任务，确保各项措施早落地、早见效。对于可直接实施的政策措施，要

立即组织实施，确保企业尽早享受政策红利;对于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政策措施，要抓紧

出台专项配套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尽快落地执行;对于需要地方财力支持落实的政策措

施，要按规定程序综合统筹地方资源予以保障。

二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省有关部门、各市(州)人民政府要充分利用电视、报纸、

网络等媒体，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加大各领域政策宣传推广力度，

拓展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式，及时跟进解读，推广政策事项办理途径和方法， 让企

业知晓政策、了解政策、用好政策，确保政策直达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打通政策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三是强化协调联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责，加强配合，层层压实责任，

落实落细各项服务业助企纾困帮扶政策措施，明确帮扶对象、帮扶标准和兑付流程等，

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帮扶对象早受益、早脱困。

四是加强政策实施反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及时跟踪研判相关困难行业企业的

恢复情况，确保政策有效传导到市场主体。及时回应社会的诉求和关切，支持企业纾

困发展。对需要及时总结的经验做法和协调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协调推动有关政策执行落实

工作的力度，确保政策落地落实，帮助服务业纾困发展，保持服务业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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