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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临沂市政府又紧
接着召开市民民生工作恳谈会，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
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
围绕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坦
诚交流、献计献策，并就临沂拟出
台的《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的意见》进行了深入讨论。

眼下，临沂市政府领导与市
民恳谈，把群众的诉求一个个摆
在桌面上，成为临沂市政府听取
民意的一个场景。“民生工作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更好、没有

最好。”张务锋对在座的市民代表
提出要求，让大家当好“联络员”，
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大局出发，广泛征求人民群众
对民生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把
群众诉求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和
途径反映给各级各有关部门，以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工作的针对
性；当好“监督员”，热情关注民生
工程和惠民政策落实情况，敢于
向党委、政府反映个别单位和个
人与民争利的违法违纪行为，积
极配合纪检机关予以查处；还要

当好“宣传员”，深入宣传各项惠
民政策和各级为民举措，积极宣
传临沂市情，客观公正地评价民
生工作成效，对受条件限制暂时
做得不到位的工作，多向群众做
解释。

在去年中央党校在临沂举办
的全国革命老区跨越发展高层论
坛上，曾形成两个共识：一是，革命
老区不应该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
应当科学发展，走向现代文明；二
是，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做出了巨
大牺牲奉献，改革建设时期理应享

受各项优惠政策，理应更好更快地
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面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群
众生活水平不高、城乡差距较大
的现实，张务锋说，“保障和改善
民生刻不容缓，必须快马加鞭。”
而在沂蒙老区享受国家中部地区
优惠政策的背景下，临沂已经在
争得新一轮区域发展主动权上先
行一步。“如果民生工作做不好，
不仅有负上级的期望和重托，更
愧对老百姓的期待和信任，对上
对下都难以交代。”

“民生”会议上的民生情怀

解决好民生的事，有一点很
关键，就是政府舍得花钱。在民生
投入上，今年前九个月临沂支出
1 0 9 . 1 亿元，占总支出比例提高
到 63% 。就在 10 月 7 日上午，临
沂市召开了一次以“民生”命名的
座谈会，全市民生工作座谈会。会
上，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务锋
这样说，“用财政的钱做好保民生
的工作，用市场的钱做好促发展
的事情。”

在调度了五区九县关于民生
工作的进展之后，张务锋提出要
求，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多干少
说。加强民生资金监管，确保取信
于民。因地制宜，区别情况，确定
远期和近期民生重点事项着力解
决。对有条件办的事项，要快办、
办好；对上级规定办的事项，要按
要求办到位；对需分期实施的事
项，要创造条件积极落实；对暂时
办不到的事项，要注重理顺群众

情绪、做细思想工作，最大限度地
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

10 月 31 日上午，临沂市直部
门民生工作调度会召开。在临沂参
照执行中部地区有关政策的宏观
背景下，张务锋提出，要按照“城乡
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把民生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同
时，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等方
面的支持，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做大财政蛋糕，夯实民生基础。
加大民生投入固然顺遂民愿，

但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单单是投入
足就可以实现。一个负责人的民生
政府，无监管的投入，难以令人信
服。基于此，在调度会上，张务锋提
出严禁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
冒领截留等行为发生，决不能让民
生资金“打水漂”、中饱私囊，这方
面谁出问题，将坚决处理、严惩不
贷。

“难闻的气味，黑色污水，白
色的烟雾，严重污染空气、土地、
水。黄山镇栗林村被颗粒厂害死
了！”1 0 月 9 日的市长信箱里有
这样一封来信。“是高污染企业发
展重要，还是老百姓的健康重
要？”面对诘问，1 1 月 1 日，市长
信箱对这封信件登记标记为重要
的市民来信进行了回复。颗粒厂
有多少家、已经停产还是夜间偷
着生产、通过什么方式查处，内容
翔实。

现在，走在黄山镇栗林村的
乡村小路上，满眼是金秋十月的
喜悦。“刺鼻的味儿没有了，我们
村一千多人的健康隐患去掉了，
我们很满意。”栗林村的村民这样
说。

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远不
止市长邮箱里这一封信。读书、看
病、买房……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都不可避免。拿教育来说，义务教
育阶段可以免费读书，但学前教
育、中学教育仍需要我们自己买
单。临沂市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一
点。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校
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解决城区幼
儿园入园难、城乡教育差距大的

方案，写进了“十项民生大事”，写
进了《临沂市 2011-2013 年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到 2 0 1 3 年实现
新建 4 3 0 所、改扩建 9 2 3 所幼儿
园。实现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之
间、学校之间校长、教师合理流动
机制。到 2 0 1 5 年，争创 3 至 5 所
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示范校。

进城农民变成社区居民后，
小区里有卫生服务中心、健康咨
询中心，时常还有医院大夫过来
举办义诊或免费查体活动，这是
社区医疗的新貌。1 8 2 个政府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已全部实现
基本药物“零差价”，一个患急性
肠胃炎的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只花一块钱，就很快治愈。

在“一部四办”联动做法下，
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 社区建
设——— 实施“三上工程”——— 创建
生态文明型农村“四部曲”，加快
中 心 城 区 — —— 县 城 — —— 小 城
镇——— 农村社区“四点对接”，其
中，市级财政连续三年共拿出 9

亿元支持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
这是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实途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当

前进城农民生活成本增加的现
实，北城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指
挥长李桂祥曾断言，城市的农民
生活成本每人每年增加 3 0 0 0 元
左右。“电梯、水电、暖气、超市、保
健、保洁、保安等，原本在农村很
难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突然增加，

成本随之增加是必然的。”而临沂
市政府当前的做法，是暂时减免
一些费用，比如暖气费、水电费
等，另外提高养老金额度，发放土
地补偿款。“长远之计则是大力发
展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给进城农
民足够的就业岗位和经济来源。”

在市政府的桌面上听民生

为民生舍得花钱，对贪腐绝不手软

市长信箱的一封回信

本报记者 刘遥

10 月以来，以民生
为主题的会议，临沂市
政府就召集了三个。仅
10 月 31 日一天内，临沂
市就先后召开市直部门
民生工作调度会、市民
民生工作恳谈会。不仅
频率高、由市民代表亲
身参与 , 而且对拟出台
的《关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的意见》展开讨
论。会议是枯燥的，但这
些会议所呈现的民生投
入大幅增长的动向、民
生保障机制逐步完善的
趋势，却不乏感染力。

这一动向，是当地
政府关注和保障民生的

“现在进行时”。过去五
年，临沂市用于民生投
入达到 4 5 3 亿元，其中
2010 年民生财政支出达
1 3 8 亿元，占总支出的
5 8 . 4% ，比“十五”末提
高 10 . 9 个百分点；今年
前九个月支出 109 . 1 亿
元，占总支出比例提高
到 63% ，其中涉及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多个方面。其中，从今年
7 月 1 日起覆盖所有县
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比国家规定时间提
前了一年半。

在百度词条中，“民
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
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
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
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
况”为“民生”。以“民生”
二字命名会议、出台意
见，在全国各地来看并
不鲜见，但对于临沂来
说，确为第一次。“上学
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
老 不 用 愁 、种 地 不 交
税”，在临沂市政府完善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发展中，一个民生政
府的鲜活形象，从这一
系列静态的数字中，脱
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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