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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生白皮书

5件到26件
民生菜单拉长
本报记者 郭静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我省民生事业发
展的关键一年。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表
示，2012年，财政支出的天平将继续向
民生领域倾斜。省级公共财政预算直接
用 于 民 生 方 面 的 重 点 项 目 投 入 达 到
324 . 81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25 . 5%。

治理154条河流

为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实
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规划，今年我省将
增加惠农补贴总量并提高补贴标准和发
放范围。加强水利建设，完成规划的154条
河流治理任务，开工18座大中型病险水库
加固工程。

企业退休金继续提高

2012年，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完成“五七工”、家属工和未参保集体企业
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提高城
乡低保标准，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将大幅提
高。

另外，我省还将继续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加快实现医疗、工伤
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加快推进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百岁老人津贴标
准；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80元。

年内完成公办高校债务化解

今年要确保全年财政教育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0%以上。资金主要用
于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对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园给予资助，
资助面为10%，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200

元；将农村初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生活费标准提高250元，分别达到1250

元、1000元，补助面由8%扩大到10%；确保
年度全省本科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提高到
1 . 2万元；全面落实高校债务化解方案，年
内完成公办普通高校债务化解任务。

新农合政府补助再增40元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
保险制度，将新农合及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府年人均补助标准由200元提
高到2 4 0元；全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改
革，将符合省规划要求的村卫生室全部
纳入制度实施范围；加大对城乡医疗救
助投入力度，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制
度，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对保障房建设重点奖补

今年财政重点对各地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房建设以及棚户区改造给予奖补，继
续抓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支持推进
农房建设工作常态化。完善博物馆、纪念
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和美术馆免费开
放政策，确保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和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在全省实现全覆盖。

2012，山东

民生投入再发力
本报记者 刘红杰

今年是本届省人大代
表、省政协委员的最后一个
履职年。

回顾这 5年的历程，身
后是一连串的数字和努力的
脚印，背后清晰呈现出来的
是山东省党政领导执政思路
的变化。而其中最意味深长
的莫过于对办民生实事的逐
步强化。

重返历史现场，勾勒
出的是一个鲜明的“民生
路线图”。

上图为2011年4月12日，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在日

照调研时，看望五莲县户部乡敬老

院的老人。 (资料片)

亮点
“办实事”贯穿政府

工作报告十几年
“办实事”，这三个散发着

朴实气息的字眼，早已成为省
两会的关键词和亮点之一。

省委书记、省长、政协主席
在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小
组讨论并听取意见时，多次谈
民生。

据一位在省政府研究室
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在省
两会中提到办实事从十几年
前就开始了。“惠民生、办实
事，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字眼
儿，并且每年也都会有一些
具体的部署。”

“办实事”的风格延续到了
本届政府。时间定格在2008年
山东省两会。当年1月20日，时
任山东省代省长的姜大明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竭诚为
群众办实事。”

他讲了三点：一是对近年
来向群众承诺办的实事开展

“回头看”。二是当年中央和省
里的各项民生政策，要筹集好
配套资金，不折不扣地加以落
实。这两点够“实在”的了，第三
条更让不少民众倍感温暖。他
提到了要办的五件实事，其中
包括河道治理、农村低保提高
到900元、村卫生室规划、农民
购买彩电冰箱等三类产品补
助、提供5万套经适房。

当时是新一届政府履行职
责的开局之年。另一个背景是，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中，已经
将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
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这一执政思路在其后几年
内得以加强。

2009年初，姜大明在作政
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
集中力量办好群众普遍关心的
五件实事。”

2010年初，姜大明在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具体提到要
办多少件实事，但是涉及民生
内容的篇幅大增，具体实在的
民生项目达十几项之多。

2011年初，姜大明再次做
出承诺，当年要完成 2 6 件实
事，倘若完不成“群众就来问
责我”。

递增
从5件到26件

民生篇幅不断扩大
从5件实事逐步递增到26

件实事，民生内容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篇幅越来越大，项目
范围越来越广。

2008年的 5件实事，其中
有 3 件是针对农村建设和农
村居民生活改善，而 2 0 1 1 年
的 2 6 件实事，则包含了社会
生活的更多层面：从农村到
城市、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教
育 、从 社 会 救 助 到 大 病 补
助……这些实事正在覆盖社
会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向
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
目标努力，使全省人民逐步
过上更加富足快乐的幸福生
活。”在 2009年的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姜大明阐述了这样
的 理 想 目 标 ，其 中 对 于“ 幸
福”的提及让人记忆犹新。

“近年来，我省民生政策出
台密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
也非常多。”省人大代表、威海
市委原书记王培廷表示，只有
把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有机结
合起来，我们的发展才更长足。

2 0 0 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
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
培廷认为，作为应对经济波
动、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大手
笔，对民生的投入和政策的设
定的确越来越浓墨重彩。

增减
不说虚的，讲的就是

拿钱办实事
每年的这些实事是如何确

定的呢？
据省政府研究室一位负责人

介绍，每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
前期工作主要是学习和调研。“比
如2011年省两会前，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小组首先学习了中央、省
委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和中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并到省直综合部门和部分县市进
行了历时20天的调研。”

此间，除了召开三次专家座
谈会外，为更大范围地征求意见
建议，他们还将初稿印发各位副
省长、省长助理和42个省直部门
分别征求意见。

“基层群众座谈会也必不可
少，由省长亲自主持召开。”该负
责人说，座谈会上的群众代表大
多来自基层，代表各个领域和行
业，他们会对来年的政府工作提
出一些具体的看法。

在多次调研和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形成了省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稿，并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
进行研究讨论。

根据常务会议提出的意见，
姜大明亲自对稿子作了第二次
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11

年1月22日，将政府工作报告征
求意见稿呈报省几大班子领导
和省里老同志，印发各市、省直
各部门，大范围征求意见。1月28

日，姜大明省长亲自登门征求了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的意见。

近年来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单纯讲理论的内容越来越
少，而讲实事的越来越多。一增
一减之间，变化悄然呈现。

该负责人说，“就像姜省长
说的，真金白银惠民生，不说虚
的，讲的就是要拿钱为百姓干什
么事，要让老百姓听了报告感觉
到鼓舞和振奋，感觉到信心。”

变化
从GDP向民生

幸福在敲门
去年两会期间，山东 2 0 1 1

年GDP的风头被居民收入增长
目 标“ 压 倒 ”。作 为 G D P 的大
省，山东近些年来的发展一直
保持强劲的势头，然而2011年，
山东省提高了居民收入增长目
标，与GDP的增幅首次达到持
平。

“2011年山东省城乡居民收
入计划增长10%左右，这是近年
来的最高预期。”姜大明说，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顺应了广大群众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这释放出的信号，被普遍
解读为：和全国很多省市一样，
曾经狂热追求GDP的山东正在
发生改变，市民改善社会民生
的期盼被前所未有地重视起
来。

“‘一降一升’的政策走向，
释放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积极信号，是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理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李善峰认为，今后，通过保障
和改善民生来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是一种必然选择，而提
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
手，在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
车”中，消费将居于更加突出的
位置。

一位十年来一直参与省政
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人士表
示，近些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的
内容变化的确很大。

“光看这些数据就很让人振
奋，能为百姓办实事还得靠经济
支撑。追求GDP跟保障民生其实
并不冲突，关键是有机结合起
来。惟有这样，民众才会走向真
正的幸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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