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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债，哪有心思办大学”
姜大明两会上再谈高校化债，引发委员热议
本报记者 郭静 徐洁

本报济南2月20日讯(记者 郭
静) “节能降耗有约束性指标，如果
全省完不成，到时要一层层摘乌纱
帽。”20日上午，省长姜大明参加政
协科技界联组讨论时，跟委员们谈
起环保问题，表示政府将始终抓好
节能减排，搞好生态山东的建设。

“PM2 . 5最近一段时间成为
公众关注的字眼。”省政协委员、济
南开发区科技研究院院长张成如

提 到 环 境 保 护 时 建 议 尽 快 将
PM2 . 5纳入空气监测指标。

对此，姜大明表示，将拿出更
大精力治理大气污染，“关键是搞
好监测，刚才提到的PM2 . 5，它是
造成灰霾天气的主要“元凶”之一，
确实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危
害，我省要率先在济南、青岛启动
PM2 . 5的监测工作。”

“PM 2 . 5监测只是一个开

始。”张成如说，根据监测结果，及
时有力地进行大气治理，节能减
排，才是重中之重。

谈及节能减排这一话题，姜大
明说，山东作为经济大省，同时也
是污染排放大省，节能减排的任务
十分艰巨。“但这个事儿必须高度
重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姜大明提到媒体曾经报道的一
件事，“有次我说如果节能减排的约

束性指标完不成，就要被摘乌纱帽。
结果有媒体报道说如果完不成节能
减排任务，我就要辞职。”他说，“这
其实倒也不错，全省完不成我有责
任，但是全省是由各市区县组成的，
到时要一层层摘帽子。”

在节能降耗方面，山东近几年
做出努力，最近得到了国务院的表
彰。但姜大明表示，节能降耗始终
不能放松，他说了“三抓”，“一个是

坚定不移地抓，这说的是决心；一
个是坚持不懈地抓，这是持续性；
一个是均衡地抓，不能搞抽风式的
治理，得全面抓好。”

“前些年，有些人不知道治水
的一些指标，我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污染的河流中要全部恢复鱼类
生长，但肯定不能吃，跟人生病一
样，还有毒素。下一步我们的目标
就是河里的鱼能吃了。”姜大明说。

[今日议程]

人大

上午8时30分，分组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

查山东省2011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及草
案；审查山东省2011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及草案。

下午2时30分，省十一届人
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鲍志强作省人大常委会报
告

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周玉华作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国家森作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玉功作关于山东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问题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五、表决关于接受有关
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

六、表决省十一届人大
五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政协

上午9时，举行省政协十
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

下午，列席省十一届人
大五次会议

一、听取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二、听取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

(郭静 杨凡)

姜大明谈节能减排：

完不成指标，要一级级摘“乌纱帽”

省长姜大明曾在去年两
会省政协教育组讨论高校债
务时发问：“没有图书馆，办什
么大学？”20日，姜大明再次强
调了高校化债与办一流大学的
问题。“高校的债务严重影响了
高校的发展。”姜大明说，“现在
不少高校校长都背着一身债，
满脑子想的就是债务，被人追
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去
想办学的事儿。”

我省提出化解高校债务
四项措施：提高生均拨款、土
地置换、鼓励政策和开源节
流。2011年10月，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对78所公办高校化债
规划进行审核汇总，共锁定
2009年底全省高校银行贷款
199 . 3亿元。省财政厅、省教育
厅代表省政府与首批49所有
银行贷款的高校签订了目标
责任书。目前，各个学校化债

工作正积极推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就

高校化债出“重拳”：省属本科高
校生均财政拨款从9500元提高
到1 . 2万元，年内完成公办普通
高校债务化解120亿元。

在谈及利用土地置换的方
式化解债务危机时，姜大明说，
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
产商在办大学了。他说，中央目
前有这个政策，首先要趁机把债
务还了。“化解这120个亿之后，
高校债务会达到一个合理的水
平。不欠债也不现实，只要在一
个合理的区间内，还是可以的。
因此要赶紧把债还了，轻装上
阵，否则你喊上半天也不会有人
听，即便换了校长也是一样。”

目前，省政府出台了山东
省高等学校债务化解奖补政
策，极大调动了各高校化解债
务的积极性。

修改债务核定办法
让更多负债高校得到支持

尽管政府的奖补政策十分
明确，但有些高校由于不符合债
务核定办法，难以享受到政府专
项资金的支持。

“比如说奖补政策中，债务
核定定位‘从金融机构取得的、
能够从银行征信报告中查询到
的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且‘以
2 0 0 9年底银行贷款余额为基
础’。这一规定对不符合债务核
定办法的学校来说，显然有失公
允。”省政协委员、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计算机系主任田幼勤
建议，根据高校实际修改债务核
定办法，这样就能让负债的高校
真正享受到政府的支持。

也有委员对于化解高校债
务危机存在不同的解读。“关键
看高校贷款的用途和去向，这需
要有关部门认真核查清楚。”省
政协委员、青岛理工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院长谭继文说，不少高校

的债务往往是由于扩大招生规
模后，不惜代价地贷款征地、扩
建新校区、购置教学仪器设备、
完善基础设施等造成的。

“尽管我省对高校的生均拨
款连年增加，但是考虑到物价上
涨的因素，所拨款项除了维持学
校运转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贷
款。”谭继文认为，如果在摸底调
查后，证明高校贷款的确用于扩
建校区、购置仪器等国有固定资
产方面，那么这些合理应用所产
生的贷款债务，应该由政府偿
还。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政
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我
省今年提出教育投入占到整
个财政的 2 0%，政策支持的力
度逐渐加大，希望山东能有越来
越多的一流大学。”姜大明期望
道。

本报记者 郭静 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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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
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
学？”20日上午，省长姜大明在参
加政协科技界联组讨论时，再次
提及高校债务问题。他表示，大
学要办好，首先要把债务化解到
合理水平。

2011年两会上，积弊已久的
“高校化债”问题成为两会热词。而今年两会，“高校债务”
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不少委员认为，只有化解好债务，
高校才能轻装上阵。

姜大明参加讨论。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格省长直言

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

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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