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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朴实 集纳民意
本报记者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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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件实事

到35件实事
本报记者 郭静

按照去年政府“真金白
银惠民生”的务实精神，今
年政府再度刷新办实事的
纪录，一年内再办35件关系
民生的实事。其中包括就
业、教育、社保、住房保障、

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这些
内容所占篇幅长达4页，很
是显眼。

“去年办了26件实事，
新增财力的七成投入民
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李善峰说，
今年的民生投入再度增加，
“这种递增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建设的投入往往是能
增不能减，因为这关系到社
会和谐稳定。”“幸福感哪里
来？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就没
幸福感，只有不断增加民生
投入，让老百姓感觉到党和
政府的关心 ，才能有幸福
感。”2月19日下午，姜大明
在参加东营代表团审议时
再次强调民生的重要性。报
告提及民生时，用了“让人
民群众生活得更加舒心、更
有尊严”这句承诺。

六个“山东”

除了民生实事，营造适
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也是
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并首
次在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山
东”的概念。

除了“生态山东”，报告
中还出现了“健康山东”、
“诚信山东”、“智慧山东”、
“好客山东”、“平安山东”的
说法。“‘六个山东’的界定，
代表着建设山东的一些理
念和方向，是树立山东新形
象的表现。”省社科院副院
长袁红英说，其实体现的是
本届政府对于改善民生、增
强公众幸福感的一种努力。

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方
面，1月份，山东省作出了
建设生态山东的决定，并且
描绘出了一幅生态山东的
美丽蓝图，具体出台了一系
列举措，此次再次浓墨重彩
出现在报告中。

>>七个“重在”背后的思路转变

>>提建廉洁政府，是对民意的回应
参加过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意见征集的专家表示，政府对各
界意见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意见征集座谈会由省政府
有关部门牵头，相关的各个省直
部门都参与，包括发改委、农业
厅、教育厅、经信委、科委等部门
的人员，另外就是各个阶层的代
表和专家。

“每年都是针对山东的短板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秦庆
武说，只要是合理的建议，一般
都会采纳。

“面对面的谈话，更像是小
圈子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更能明
白省里的情况，而下面的很多情
况也能反映到省领导那里。”李

善峰说，不可否认的是，每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根据现实
情况提出不少创新的东西和亮
点。

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于政府
职能的转变感受颇深。“今年报
告中提到了‘三个政府’的建设：
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
府。”秦庆武说，这是对政府自身
的一种要求和约束。

连续三年，根据民意问卷调
查，公众关注的十大问题中，腐
败问题一直比较靠前。“看得出
公众对政府腐败的深恶痛绝。”
他说，因此此次报告中提出建设
廉洁政府，是针对民意的一个回
应和表态。

在不少专家看来，这是政
府回归自身职能的一种表现。

“对于政府而言，应该从‘大政
府’变成‘小政府’，从消耗公
共资源较多的政府变为‘廉价
政府’，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
和财力投入于社会管理和建设
中。”

社会管理是近些年各级政
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的热词
之一，2011年山东提出了“社会
管理创新年”的目标。而今年则
提出了“行政程序年”的规划，以
实施《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为
契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这或许是政府职能转变更
强烈的信号。

务实的作风中，求进的思路
更趋于明晰。在2月19日下午的
代表团审议中，不少代表提到了
七个“重在”。

“在报告中，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明确，特别总体上提到
的七个‘重在’，让大家很容易找
准工作方向和重点。”东营代表
团审议中，省人大代表、东营市
代市长申长友说，紧扣科学发展
的主线，“指导性很强。”

在提到今年工作重点时，报
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七个“重
在”。“一，稳增长重在扩大内需；
二，控物价重在防止反弹；三，调
结构重在提质增效；四，抓改革
重在激发活力；五，促开放重在

稳定内需；六，惠民生重在办好
实事；七，保稳定重在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

“这个总结不错。”李善峰
说，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不少专家认为，这同时也体
现了未来山东发展的态势：稳中
求进。

报告在描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和任务之前，毫不讳言
地提到了目前国内外形势的复
杂和严峻。比如世界经济复苏进
程艰难曲折，我国经济发展中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还很突出，宏观调控面临更多

“两难”选择。我省发展也面临许
多矛盾和问题。

“因此，今年山东总体的工
作 重 点 是 稳 中 求 进 ，首 先 是

‘稳’，保证经济不会出现下滑。”
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秦庆武坦言，目前实
体经济不好做，外部环境也不
好，外贸发展和内需拉动都出现
问题，很多投资领域过剩。

“因此实现经济发展的‘软
着陆’是关键，毕竟经济增长的
空间有限，以往追求GDP增速较
多，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发展速度
上，现在则逐渐转变思路，在保
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好地
解决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科学和可持
续性。”

>>报告吸纳不少百姓常用语
“文风朴实简洁，读起来比

较舒服。”这是省社科院副院长、
研究员袁红英读完报告后的第
一感受。她在2月初就拿到了政
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整
体感觉挺务实，很少使用形容
词，有点惜墨如金的味道。”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报告中
不管谈到目标还是任务，都是直
接切入主题。报告中提到转变外
贸发展方式、提升开放型经济水
平时，用一句话介绍了全球形
势，“全球市场需求低迷可能成
为常态，必须立足现实、积极作
为，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接下来就是提出来的四个
举措，包括大的战略性调整和具
体的园区转型升级等。“目前的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但
是报告中并无多提，而是重在阐
述如何应对，比较务实。”

“微博”的出现也出乎不少
专家的意料。报告在转变作风、
建设服务型政府中提到，“重视
网络舆情，了解包括‘微博’在内
的社情民意。”

在有些多年参加政府工作
报告意见征集座谈会的专家看
来，山东受传统文化影响一直走
稳健的路子，政府工作报告用语

更是异常严谨。微博这种大众流
行语的出现，“释放出一个信
号”，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李善峰说，政府工作
报告文风越来越平易近人，吸纳
了不少老百姓的常用语，“这本
身就是与百姓呼应的一个表示，
说明政府已重视利用更多的渠
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

因此，报告中出现的真切之
言，也顺理成章。“人民群众是我
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对人民
群众要常怀敬畏之心，为老百姓
办事要常抱歉疚之情，当好忠诚
的人民公仆。”

2月19日上午9时，省
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山
东会堂开幕。10点半左右，
省长姜大明结束了一个多
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新一年山东省政
府的执政纲领，这份报告
所释放出的信息影响着山
东的未来。总字数17601的
工作报告，描绘的是怎样
一幅图景？在GDP、民生、
社会管理、政府职能等一
系列公众关注的新鲜热词
的背后，又透露了什么样
的信号？本报记者采访了
曾经参与过报告、意见征
集座谈会的相关专家，对
报告进行了深解读。

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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