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我省承诺的民生实事从5件到35件

民生实事扩容，藏富于民受期待
本报记者 郭静 实习生 于梦羽

没有花篮，不见气球，22日
上午，在省政协委员驻地之一的
济南金都大酒店，清新的会风扑
面而来。对于新风带来的改变，
身为庆典公司老总的李全德委
员有着更多的感受。

“以前开会，鲜花、条幅、地
毯肯定少不了。”省政协委员李
全德说，这些东西看似不起眼，
但花钱却不少。

花费能有多少？李全德以气
球为例介绍，为了不让气球中的
气跑掉，必须有人盯着，气球没
气的时候，随时往里面充气，干
这个活的人，“一天都要150元。”

随着中央提出转会风，并得
到积极响应以来，以政府为主要
客户的庆典公司，现在日子不好
过了。

“打个比方说，以前要花10

万块钱的会，现在只要一两万就
行了。”李全德说，以往以“政府
业务”为主的企业，日子“越发不
好过”了。

不过，李全德表示，他完全
支持政府节俭办会的精神，“减
少不必要的浪费，是非常必要
的。”“都在讲转方式、调结构，庆
典行业也不例外。”李全德说。

格相关新闻

庆典行业政协委员：

以前花10万的会

现在一两万就够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部分列席人员不住宾馆
省政协委员报到全程不超一分钟，不少人乘公交到驻地

本报济南1月22日讯（记者
廖雯颖 张榕博 邢振宇）

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将于1月
24日在济南召开。22日，政协委
员相继报到，今年改变了过去集
中报到的形式，首次直接到驻地
报到，全程不超过一分钟。不少
委员从报到就践行勤俭节约，乘
公交车、火车或者客车报到。

没有欢迎横幅，没有鲜花，
“装饰很简单，很简朴。”22日上
午，省政协委员包兰英来到济南
军区第五招待所报到，“跟平常
没什么区别，这样非常好。”

下午1点，省政协委员邓相
超来到军区五所报到。签名报
到，领取一份信封装的材料，到
酒店前台登记入住，最后提交提
案，整个过程耗时不到一分钟。

邓相超认为，直接到驻地报
到，不仅节约了来回驻地的车辆，
也给政协委员节省了不少时间。

军区五所驻地将入住130余
名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40余
人。军区五所驻地工作组组长张
长安介绍，今年相当一部分列席

人员不住宾馆，而是下班回家，
或者晚上回机关加班。

张长安告诉记者，简朴办会
将贯穿会议始终，“小组讨论时，
会议室不摆花、不挂会标，部分
会议甚至连席签也免去，一切从
简。”

邓相超表示，把经历和时间
都用在参政议政上，重内容不重
形式，非常好。

省政协委员张法水一直是
绿色出行的支持者，去年乘公交
车报到，今年照旧。邓相超也告
诉记者，他是坐BRT来报到的，

“比起去年报到，节省了至少一
个小时。”

来自临沂的省政协委员庄
涤非是今年新当选的委员。“第
一年上两会要气派点”，不少人
建议他开车来，但他选择了坐火
车。“省两会倡导新会风很好，作
为新委员首先我得自己做到，一
切从简。”庄涤非说，他上午在临
沂火车站10点07分坐上火车，下
午2点45分准点到达济南火车
站，很方便也很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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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是一件好事，但每年
办多少件实事是如何确定的呢？

省政府研究室一位负责人
介绍，每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时，一般调研时间都要超过三个
月，甚至更长。

除了召开三次专家座谈会
外，为了更大范围地征求意见建
议，还将初稿印发各位副省长、
省长助理和42个省直部门分别
征求意见。

“基层群众座谈会必不可
少，由省长亲自主持召开。”该负
责人说，座谈会上的群众代表大
多来自基层，他们代表各个领域
和行业，对来年的政府工作提出
一些具体的看法。其中，对民生
实事的关注是焦点之一，尤其是
基层群众代表，谈的大多是要办
哪些实事。

此外，自2009年开始，在办
实事的号召下，各地市级政府纷
纷通过媒体向民众征集涉及群
众普遍利益的建设性意见。市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意
愿，反映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和困难。“问需于民，方能制定最
切实际的民生实事任务。”秦庆
武说。

格相关链接

问民问专家

实事切合实际
本报记者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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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省两会即将拉开

帷幕。

回望过去的五年，变化

之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那

就是对于民生越来越重视和

投入越来越多。其中最鲜明

的体现莫过于对办实事的逐

年强化。从2008年省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办5件实事以

来，此后逐年增加，2012年增

加至35件实事，“民生大单”

不断拉伸、扩展。

如今，重温这份变化着

的民生大单，可以勾勒出山

东省社会民生建设和民众生

活的变迁。而在这份大单之

外，民众对未来有着更多的

新期待。

从省延伸到县

办实事蔚然成风

“办实事”，是近年来省两会
上持续升温的热词之一。“惠民
生、办实事，十几年前的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就能看到这样的词语，
并且每年也都会有一些具体的民
生工作部署。”省政府研究室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但明确每年实事
的“件数”，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2008年1月20日，省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当年要从实际出发集
中力量再办五件实事，并且要对
近年来向群众承诺办的实事开展

“回头看”。
此后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列

出所办实事件数并且每年年底
“回头看”几成惯例，甚至延伸至
各县（市、区）两会，掀起一股承诺

“办多少件实事”之风。
“这并非偶然，跟近五年来从

中央到地方的执政思路和理念的
变化有关。”山东省委党校管理学
部主任戚汝庆说，当时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
是新一届政府履行职责的开局之
年，而十七大报告中有一个鲜明的
转变是，将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自上而下形成的执政思路，
在其后几年不断得以深化。

2009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表示，“今年，要集中力量办好群
众普遍关心的五件实事。”

2010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民生内容篇幅大增，具体实在的
民生项目达十几项之多。

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
做出承诺，当年要完成26件实事，
倘若完不成将问责。

2012年初，在兑现26件实事
承诺的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中
再度承诺要办35件实事。2013年
初，省政府宣布，35件实事已经全
部兑现，有的还超额完成。

民生实事

不断覆盖新领域

从5件实事到35件实事，民生
大单在拉长的同时，内容也不断
丰富、扩大。

2008年的5件实事，其中有4
件是针对农村的建设和农村居民
生活的改善，而2012年的35件实
事，则包括就业、社保、教育、卫
生、住房五个领域的32件实事和
农业、文化惠民项目方面的3件实
事。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农村
到城市，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
从社会救助到大病补助，从社会
保障到环境改善……民生实事覆
盖的领域不断扩大。

而诸如就业、社保、卫生、保
障房建设等“老生常谈”的民生问
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2011年年初山东省政府列
出的26件实事中，涉及社会保障
方面的有9项，比上年增加4项。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这是我们发展的必然目
的。”省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主任秦
庆武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方面的欠债较多，近些年政府的
大幅度动作可以说是一种“还

账”，正因为此，在社会保障方面
的投入有明显增加。

投入不断增加

仍有空白待填补

“回顾近些年所办的实事，可
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务实。”
秦庆武说，都是从实际出发，没有
好高骛远，而是贴合群众需求。

“每一件实事的背后，都跟着
资金的安排，说到家，这一件件实
事的完成没钱是不成的，所以省
长经常说办实事就要真金白银往
上堆才行。”省政府研究室有关负
责人说。

2010年，用于民生的财政支
出2115 . 14亿元，占比51%；2011
年，达到2738 . 9亿元；2012年，全省
全年财政民生支出比重达56%，新
增财力70%用于民生支出。

民生的改善毋庸置疑，不过也
有专家指出，在民生建设上政府仍
需继续努力。“在民生课题上，依然
有很多空白需要去填补。”

“社会养老问题、雾霾问题、
农民工保障房问题……这些依然
困扰着民众的生活，急需政府办
实事来解决。”该专家称，令人欣
慰的是，从2011年起，山东这一
GDP大省开始“转身”，调低了
GDP增长目标，提高了居民收入
增长目标，两者首次达到持平。

“这透露出的信号很可喜，说明政
府已经在执政思路上从追求经济
建设为主，开始更注重以改善民
生为目的的社会建设。富民强省，
藏富于民，对于民众来说，这才是
最大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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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民生实事数

民生实事受关注。图为本报连续几年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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