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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少军：

打造鲁南苏北特大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邢振宇 刘遥

谈起民生建设，张少军说，“尽
管临沂是人口大市，但财力薄弱，
不过只要是中央、省出台的民生政
策，需要地方财政配套的，无论压
力多大，我们都要及时、足额配
套。”

“我们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应该由政府解决、政府能解决的，
我们必须解决好。”张少军说，民生
问题是为了人民，但也得依靠人
民，需要靠广大民众自己创造美好
生活。“政府不可能把民生的事都
包下来，即使若干年后，政府财力
扩大了，也不可能把民生的问题全
包下来。”

张少军说，除了落实好民生政
策，还要积极主动解决好居民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部分中小学学
生离家远不能回家吃午饭，在学
校吃冷馒头，几万元建个食堂就
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我们
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并力求
做到更好。”

“当前临沂教育部门正在调
研，计划以县区为单位建立校车运
营公司，购置几十辆校车，分线路
提供接送服务。”张少军说，校车还
有安全问题和成本问题，学校也没
有足够经费来管理，而县里统一管
理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围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我
们今年要重点繁荣基层文化事业，
为基层居民提供更多的文化服
务。”张少军说，相对城区来讲，基
层公益文化设施还有所欠缺。

他说，要加强基层文化站的建
设，把基层文化服务骨干队伍逐步
健全起来，进一步健全文艺院团到
基层演出的制度。“我们要进一步
出台奖励办法，鼓励蒙山沂水演艺
公司、柳琴剧团等到基层演出，支
持县里的文艺团体送戏下乡、送文
化下乡。”

张少军说：“北京放什么电影，

我们这就能放什么，这是一个很好
的丰富基层文化生活的途径。”张
少军说的是数字电影屋。

去年年底，全国“三下乡”活
动在临沂启动，其中的数字电影
屋让人眼前一亮。目前，临沂正
在积极研究论证，筹措资金，建
设数字电影屋。张少军说，临沂
正在搞一个规划，先从重点的农村
社区做起。

张少军说，这几年好多的文化
产业投资公司进入临沂，影视基地
已经建起三个，包括孙子兵法影视
基地、祊河国际影视基地等。

沂蒙革命老区可参照执行中
部地区有关政策，让临沂又迎来新
发展机遇。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到，要落实国家支持沂蒙革命
老区的政策。临沂如何利用好这一
政策实现跨越发展？

“新的扶持政策为老区发展带
来了重大机遇，但是要改变临沂的
面貌，实现老区人民富裕幸福，还
要靠勤劳的双手。”张少军说，如果
认为有了国家的扶持政策，就不用
再艰苦奋斗、勇创一流，这是不对
的，“不能因为有了政策，就老等着
扶持，那是不现实的。”

由于历史原因，临沂市县域经
济基础相对薄弱。2011年，全市157
个乡镇中地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
只有16个。沂蒙革命老区享受中部
地区政策给县域经济跨越提供了
机会。张少军说，“只有县域经济发
展了，临沂的经济才能真正发展
好。”

未来五年，临沂提出一个目
标，到2016年，地方财政收入突破
4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翻一番，打造
鲁南苏北特大中心城市。

以县区为单位

建校车运营公司

文艺院团下乡

将获奖励

不能因有了政策

就被动等着扶持

22日上午，参加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临沂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少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临沂要利用
享受中部地区政策的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确保全国文明城市两连
冠，打造鲁南苏北特大中心城市。

去年年底，临沂市以全国地级
市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全国文明城
市，随即临沂提出确保全国文明城市
两连冠。“第一名不好当，压力很大，
任务很艰巨。”张少军说，全国文明城
市的创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三年一
轮，并且每年都要进行测评，成绩计
入下一轮的考核总分。

“临沂是全国老区中第一个全
国文明城市，这是临沂人民的荣
耀，也是责任和压力。”张少军说。

临沂是如何把创城变成市民
自觉行动的呢？张少军介绍，搞好
文明城市的创建，最关键就是发动
广大市民自觉参与，让市民自己管
理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让每个市

民都了解到，在全国文明城市当市
民要有一个高的要求。”

张少军表示，临沂不是为创建
而创建，不是为了一块牌子，是为
了用这样一个抓手促进城市建设
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市民文明
素质的提升，为市民创造一个好的
工作生活环境。

创城不是为牌子，是为市民谋利

省政协委员、山东协和学院院长盛振文：

对民办高校
支持力度要加大
本报记者 徐洁

去年有民办高校

仅招到300人

盛振文分析，2 0 1 1 -
2015年间，大学学龄人口
规模将保持每年5%的速度
下降，到2013年，实际参加
高考人数将低于我省高考
录取总人数。2011年，我省
高考录取中，专科(高职)二
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投出
后，差额高达6 . 37万人，我
省不止一所民办高校仅招
到300人。

“生源数量下降，公办
学校也参与进生源竞争。”
盛振文说，这其实是不同
层级的竞争，有教育专家
形容：“如今坐高铁 (公办
院校)都这么方便，还有几
个人坐马车(民办院校)？”

目前，我省有民办普
通高校37所，占高校总数
的28 . 7%；在校生28 . 7万，占
高校学生总数的11 . 8%。

盛振文说，民办高校

没有财政拨款，只靠生均
收取6500—7000元的学费，
既要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
评估指标加强各项建设，
又要保证教学质量，还要
维持正常的教学运转。随
着生源紧张，民办高校办
学经费更加困难。

民办高校负债

平均2亿元左右

盛振文说，目前我省
民办高校平均负债2亿元
左右。他表示，根据目前民
办高校的实际困难，建议
给民办高校下拨生均定额
经费，哪怕开始数量少一
些。此外，民办高校也有
不少优秀科研力量，建议
给民办高校下拨部分教
学科研立项经费，减轻民
办高校经费压力。此外，
对民办高校贷款给予政
策扶持，在办学上对民办
高校给予更大的政策支
持，由民办高校根据自身
办学条件和社会对人才需
求状况，自主确定专业和
招生规模。

针对当前民办高校面
临的生存压力，盛振文建
议，政府应建立民办高校
风险干预机制，加强监督
管理。特别是在民办高校
退出环节，制定和完善风
险防范预案，发现苗头早
干预，控制事态，妥善做好
教师安置、学生分流及债
务、资产处置工作。

在公办普通高校高额负债的同时，民办院校

亦面临着生存压力。21日，省政协委员、山东协和

学院院长盛振文呼吁，目前，生源不足已威胁到

民办高校的生存，政府除出台支持政策外，还应

建立风险干预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

盛振文 王媛 摄

临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少军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民警在检查校车。（资料片）

文艺演出受欢迎。（资料片）

临沂将做强县域经济。（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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