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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28日讯 时值全国
多地“两会”，财产公示又成了热门话
题。在山东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
烟台大学教授、国家制革技术研究推
广中心主任王全杰今年再提建议，制
定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官员财产
通过大众媒体公示。

“在省里我是第一次提，在全国
‘两会’上我已经提了很多次，在全国
党代会召开前，我还给他们写了封官
员公开财产的信。”王全杰介绍说，

2005年，时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他和部分代表第一次提出“公示财产”
的阳光法案，短短几年，数名全国政协
委员和人大代表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

“公示财产”的相关提案和建议。
王全杰说，中央各级都在严打、严

查党员干部的腐败，反腐败的过程，既
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
过程，这个制度就是世界上90多个国
家都实行的阳光法案——— 官员财产公
示制度。

王全杰在烟台代表团分组讨论时
说，希望相关部门为官员财产公开创
造政策条件，让更多的党政干部公示

财产。“这并不是说当干部越穷越好，
我特别赞成当县长是百万富翁，亿万
富翁。”

王全杰建议政府部门制定领导
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县级以上的领导
干部，在选前或任命前通过法定途径
均应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公示，在任
期内、任满、及调任时向社会公示资产
变化情况，接受选民和广大群众的质
疑和监督。

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时，应包括自
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亲
属，资产包括所有的有价资产，包括
现金、存款、股票、股权、不动产等。

“官员财产应向大众公示”
省人大代表王全杰多次提出建立党政干部财产公示制度

集中集约用海，是山东省首创的
资源节约型用海新模式，其核心是占
用最少的海岸线和海域资源，打造蓝
色经济新园区。

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省长姜大
明对2012年“蓝黄”战略取得的成绩作
出了肯定，2013年会继续突出“黄蓝”
两区的主体战略地位，这将持续助推
烟台的“蓝区”经济发展。

“从国家战略来讲，现在对海洋经
济的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车
轼说，以海洋为主题，提出建设“蓝色
经济区”在建国以来是首次。

“从目前来看，土地的制约性成了
部分涉海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车轼
说，因为在保证国家和地方耕地红线

的情况下，优质经济项目的建设用地
难以批复，导致有了项目难落户。

据车轼介绍，从2007年开始，山东
省在全国率先探索集中集约用海的路
子，最终形成了集中集约用海理念，在
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关系的同时，对海
域实行面上保护、点上适度开发。

“烟台全市海岸线长达900多公
里，借着‘蓝区’建设的东风，加大探索
集中集约用海的路子，对烟台沿海城
市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机遇。”车轼
说。

车轼说，当他在讨论会议上提出
积极推进集中集约用海建设的情况
时，得到了烟台部分沿海县市区相关
人员的支持，并联名提交议案。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柳斌

在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
议上，省人大代表、山东东方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
心主任车轼，建议烟台涉海
城市借“蓝色经济区”建设东
风推进集中集约用海。

推进集中集约用海 发展蓝色经济

□记者 柳斌 王晏坤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 每年
海洋与渔业部门都会根据成品
油价格向渔民发放渔业柴油价
格补贴，目的是给捕捞渔船给予
补助，然而现实中有不少渔民不
出海却还拿着柴油补贴。省人大
代表、山东蔚阳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王德涛提出建议，
相关部门应规范渔船柴油补贴
的发放工作。

王德涛在平时调研中发现，
国家给渔民实行燃油补贴，深受
渔民的欢迎，总体是可行的，但
还存在不少不公平的怪现象。

王德涛说，个别有船证的渔
船，经常不出海捕捞作业或根本
不出海捕捞作业，每年还可以得
到国家10-20万元的柴油补贴。

“有船证但不出海作业，就
不耗油，理论上不应该给补贴。”
王德涛说，渔民出海打渔因购买
的柴油中含有养路费等，国家根
据渔船柴油机马力测算耗油量，
用补贴方式返还渔民的养路费
部分，个别不出海的渔船冒领国
家补贴，破坏了这一补贴政策。

王德涛建议国家发放燃油
补贴时，不要只根据渔船的主机
总功率，要根据每条船的实际用
油情况发放。首先，以各县市区
为主体，对渔船的资格重新审
核，实行总量控制，规范发证程
序。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引进
船证公开挂牌、拍卖的方式。

其次，有证渔船购买油品要
取得实名制增值税专用发票，把
该发票当成补贴的重要依据之
一。

第三，每条渔船都安装GPS

或北斗跟踪定位仪器，与县市区
海洋与渔业局监控平台联网，每
次出海都有时间、海区的运行轨
迹，该轨迹是补贴依据之一，又
可以对渔船进行监管。

王德涛希望通过上述三项
措施来规范和确定渔船补贴的
方法和金额，避免空领国家补贴
的现象，还渔民一个公平生产经
营的环境。

省人大代表王德涛：

渔船不出海

咋还拿补贴

“蓝区”建设应加大集中集约用海

“为了议案的合理性，在此之前我
做了两年多的调研，探寻推进集中集
约用海的新路子。”车轼说。

在议案中，车轼根据自己的调
研情况，对推进山东省集中集约用
海提出了两点建议，建议省政府将
集中集约用海提升到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同时建议对已获得海域
使用权、手续齐全的集中集约填海
项目作为示范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和
积极推进。

在车轼看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少

不了国家和省的支持，上升战略高度，
就可以让企业在发展中找到依靠。”

车轼说，集中集约填海应该本着
陆海统筹、与产业规划和功能区划相
一致的原则，用项目来带动整体集中
集约开发，优先列入山东省重点项目，
优先安排建设用海指标，享受海域使
用金减免，给予财政和税收优惠等鼓
励政策。

“将集中集约用海建设项目作为
全省招商引资的重点，加大宣传和推
介力度。”车轼说。

建议提升高度给予支持

省人大代
表 王 全 杰

记 者
柳斌 摄

省人大代表王德涛
记者 柳斌 摄

省人大代表车轼 记者 王晏坤 摄

□记者 王晏坤 柳斌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 在省政协
会议上，工商联界别的政协委员分组
讨论时曾多次提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问题，其中省政协委员、烟台市工商联
主席夏晓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2013

年，市工商联将进一步加大融资力度，
当好企业的融资红娘。

“从宏观层面来讲，我们金融体制
的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发展，民营中
小企业贷款很难，而中小企业若没有资
金支撑，是很难发展的。”夏晓峰说。

为了解决烟台市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他曾多次调研学校，探索帮助
企业融资的途径。

据夏晓峰介绍，2010年在莱阳市
曾采取工商联做信誉担保、中小企业
联合担保、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模式，
与民生银行战略合作试点，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当时民生银行给了我们50

个亿的贷款额度，到2012年底已经放
了8、9个亿的贷款，为部分中小企业解
决了一些问题。”

2012年，烟台市工商联就根据“莱
阳经验”与工商银行烟台分行进行了
一项战略合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
商会会员企业在贷款方面可以联保、
互保，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无
抵押贷款，暂时解决了一些问题。

夏晓峰坦言，这种方式虽然能解
燃眉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能算是探索出一条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新路子。

“从2012年下半年起，开始有很多
银行主动联系市工商联，协商探讨为
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的合作事项。”
夏晓峰说。

据了解，目前烟台市工商联已启
动与民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
等银行机构的接洽与准备，为企业争
取到更多的资金。

夏晓峰说，2013年，市工商联将进
一步加大融资力度，紧密与银行进行
全面合作，解决一些中小企业的资金
困难问题，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当好企业的融资红娘。”

省政协委员夏晓峰：

为烟台中小企业当好融资“红娘”

省政协委员、烟台市工商联主席
夏晓峰 记者 王晏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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