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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级级““三三公公””预预算算同同比比降降近近两两成成
2013年首次公开以来四连降，今年降幅最大

本报济南3月10日讯（记者 韩笑）
9日，山东省省直各部门分别向社会

公开了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
算，省财政厅也汇总公开了省级“三公”经
费预算总额。从公开情况看，今年省本级
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为
3 . 01亿元，比去年预算减少0 . 71亿元，下
降19%，实现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 . 77亿元，
比2015年预算增加0 . 2亿元，主要是为
加快实施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相应增加对外经贸

合作交流以及组织科研人员、基层技术
和管理人员等参加出国培训活动。

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 . 63亿元，
比2015年预算减少0 . 6亿元，主要是党
政机关实施公务用车改革后，公车运行
维护经费相应减少。公务接待费0 . 61亿
元，比2015年预算减少0 . 31亿元，主要
是各部门贯彻落实厉行节约的规定，公
务接待活动进一步减少。

据了解，此次省直部门在各自门户网
站上公开了部门预算和本部门“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部门有129个，涵盖了除涉密部

门以外的所有省级部门；新增了对政府采
购、“三公”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对专用
术语进行了解释，公开信息质量得到提升。

记者了解到，2015年山东省本级财
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为
3 . 72亿元，比2014年预算下降10 . 24%。
2014年预算总额为4 . 14亿元，比2013年
预算同口径(剔除工商、质监、地税市以
下单位下划因素)下降14 . 12%。2013年，
我省首次公开省级三公经费预算，总额
为7 . 62亿元，与2012年预算执行数相
比，下降4 . 5%，减少0 . 36亿元。

（1）形成拥挤踩踏事件的最初原
因往往是某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大声
喊叫造成人群恐慌所致，如“有炸
弹！”“着火了！”“杀人了！”等。

（2）多数的重大活动或集会，由
于现场人数众多，秩序一旦失控，人
群流动难以控制，往往容易发生踩踏
事件。

踩踏事件现场

有啥特点

发现身边有安全隐患

拨打12350举报

本报记者 朱洪蕾 漫画 金红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1元元纸纸币币，，且且用用且且珍珍惜惜吧吧
寿命低成本高，青岛等5市要用硬币代替它

本报济南3月10日讯（记者 张頔）
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人民币1元纸

币，将逐步被硬币替代，以降低流通使用
成本。省内5个试点市将在今年陆续启动
实施“1元券硬币化工程”，1元纸币也会
逐步退出流通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今年1月份
发布通知：继1角、5角券硬币化之后，1月
1日起，山东省在青岛、枣庄、济宁、临沂、
日照5个城市进行“1元券硬币化工程”试
点，停止向商业银行投放1元券纸币，转
由硬币替代。目前该项工作在上述试点
城市已经相继启动。

试点城市流通1元纸币在经过消
化后会转为残损币进行销毁，并逐步
退出流通市场。

1元纸币退出流通后，钱包里要装上一
把硬币，是不是会有点不适应呢？其实“1元
券硬币化”会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其间并
不会影响1元纸币的正常流通，银行柜台提
供的1元钱也不会立马完全都变成硬币。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2元纸币退出流
通，用了近10年的时间。1角、5角等纸币
虽然已实现“硬币化”了，但市面上还是
能看到1角、5角纸币。

在发达国家，小面额货币都是采用
硬币制，而我国长期采用硬币和纸钞同
时流通的混合模式。

硬币具有四大优点。一是流通寿命
远远高于纸钞。1枚现代技术条件制造的
标准机制硬币，流通次数可达3万次，流
通时间平均30年，而1张纸币平均流通
300次，仅是硬币寿命的1/100。同为1元
面额的硬币和纸币20年投入使用的综合
成本之比约为1:15。

另外，1元硬币的投放有利于自动售
货机、停车场自动收费机、地铁和公交自
动售票机的推广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方
便了群众生活。

其次，有利于净化现金流通环境，减
少病菌传播。许多疾病是通过纸钞为媒
介传播的，硬币的情况就比纸钞好得多。
硬币可以通过多种措施进行挑残、清洗、
消毒，然后重新投入市场；另一方面，有
利于消除不法分子利用小面额纸币传播
反动言论，净化流通环境。

硬币还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保护
了制造纸钞所需要的木材、棉花、淡水等
资源。而且几十年后金属仍可收回重铸，
其原有的价值损失不多。 1元硬币将逐步取代1元纸币。（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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