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前实现收入倍增，代表委员齐支招

把蛋糕多切一块给民众
本报记者 吉祥 王茂林

本报济南 1月 31日讯 (记
者 廖雯颖) “企业之所以
肆无忌惮，就在于利益驱动巨
大，违法成本却很低。”省政协
委员、山东德孚威律师事务所
主任于毅建议，将“毒胶囊”纳
入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处罚范
围，并尽快制定药害侵权救济
法，填补相关法律空白。

于毅指出，由于胶囊本身
不是药，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制
售“毒胶囊”罪名划归不明确，
目前大多以笼统的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或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起诉判决。“毒
胶囊上游是明胶企业，中游是
胶囊企业，最后才是药企，出
了问题应该从源头抓起，将明
胶企业尤其是胶囊企业列入
药品的处罚范围。”

他提出建议，药品中擅自
添加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
辅料就是劣药，制售“毒胶囊”
应按照药品管理法第75条对
生产劣药的规定处以行政处
罚。

政协委员于毅：

制售毒胶囊

应入假药罪

本报济南 1月 31日讯 (记
者 徐洁) “济南等不少地
市都要求中小学每10个班配1

名心理咨询老师，但满足什
么资格才可做学校心理咨询
老师，需要有一个门槛了。”
省政协委员、济南大学教育
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宋尚桂
建议。

“心理专业出身的未必
就能当中小学心理咨询老
师。”宋尚桂建议，我省应由
心理学专业学会会同教育主
管部门共同制定《山东省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任职
资格标准》，该标准包括对从
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专业教师的学历、专业、职
业技能等方面的学术要求和
职业要求。

政协委员宋尚桂：

心理老师配备

应设“门槛”了

我省公立医院改革目前已进
入实质阶段，1月1日，全省30个试
点县(市区)的县级公立医院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延续多年的“以药
补医”机制被破除。2014年，我省
县级医院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取消药品加成，切断了医院
的重要“财源”之一。而政府补偿
又有限，省政协委员、菏泽市牡丹
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田满菊说，在

这种情况下，县医院不得不举债
发展。她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县
级医院都是负债经营。“医院为什
么负债发展？”田满菊自问自答，

“因为有患者、有需求。”
她分析说，随着农民收入的

提高和新农合保障水平的提高，
农村患者已经改变了“小病扛、大
病拖”的就医习惯，医疗需求大幅
释放。而县级医院作为县域的优

质医疗资源，势必成为患者的首
选。

在田满菊看来，政府是想遏
制医疗资源重复建设，但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举债建设都会造成
浪费。“现在是有需求，医院不发
展有压力，不让举债，医院发展也
有压力。”因此，她建议，对县医院
举债建设不应“一刀切”。

“这几年，县医院建大楼的速

度非常快。”在政协医药卫生界讨
论现场，副省长王随莲回应了县
医院举债建设的问题。她指出，在
调研中她发现，近几年，我省许多
县医院病房楼建设迅速，有的县
医院床位数甚至超过2000张。“你
县里才多少人，发病率是一定的，
多少张床合适，是有规律的。”王
随莲提高声调说，“建大楼不能一
拍脑袋就建，要有规划。”

取消医药加成后，医院发展遇难题，部分委员建议：

禁止县医院举债不应“一刀切”
本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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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

告关于未来五年工作有如

下表述：城乡居民收入年均

增长10%左右，为提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省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打下决

定性基础。

“收入倍增”引发的猜

想仍在继续。当“蛋糕”越做

越大，民众越来越关心“蛋

糕”怎么分。收入倍增是谁

的倍增？在实现收入倍增的

道路上，有哪些问题需要破

解？

“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
改了。”谈及收入倍增目标，省政
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陈华
直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
长期向国家、向企业倾斜，而不
是向劳动者倾斜。“国家、企业占
有的资源太多，老百姓占有的资
源自然就少了。”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
编审邓聿文看来，政府收入多，
民众收入少，而改革思路无疑是
把原来的“蛋糕”从政府切一块
给民众。“现在政府每年行政运
转费用占GDP20%左右，行政运
转成本太高。”

省政协委员、省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健全的
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收入倍增
的基础。“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
收入倍增无实质意义。”

没有社会保障

倍增无实质意义
邓聿文说，讨论收入倍增首

先要明确究竟是谁的倍增？他指
出，尽管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改
革方案仍未出台，但各界普遍认
同的改革思路是“提低、扩中、抑
高”。

针对中等收入群体，陈华建
议，应该把这一群体做大。“大多
数人是中产阶层，这样的社会才
是最稳定的。”陈华估算，按现有
物价水平，山东中产阶层的标准
应是家庭年收入12万元以上。

省人大代表、广饶县县长霰
景亮说，一次分配是基础，实现收
入倍增目标，政府最重要的还是
要提高工资性收入。

针对低收入群体，陈华说，除
了做好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对
一些收入过低的群体，政府和企
业应着力提升他们的工资。

关键要提高

工资性收入
来自经济领域的省政协委

员则更加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我省非公有制经济
比重达到54 . 7%。“民营经济对
农业的反哺更为直接，它安置
了 9 0% 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巡
视员栾文通说。

“建议政府通过资源配置、信
贷支持、税收调节、企业辅导等手
段，给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更多的
扶持。”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
福建商会会长陈能豪说，只有充
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才能实
现2020年收入倍增的目标。

“应给予民营企业相同的
市场地位。”来自工商联界的多
位委员一致表示，民营经济在
发展中面临很多壁垒，并没有
享受与国企平等的待遇。

做大做强

民营企业
陈华说，实现收入倍增另

一要考虑的因素是我省的地
区发展差异，“鲁东、鲁中、鲁
西存在发展不平衡，目标也应
不同。”

比如，今年青岛确定了将
2016年作为实现收入倍增的
时间点，去年该市城市居民可
支配收入为3 . 2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1 . 4万元，而我省一
些西部地区，还无法与青岛相
比。

陈华说，下一步鲁东的
方向是发展海洋经济，而海
洋经济的特征是开放，政府
只要适度引导就行。保证中
西部发展，则需要政府通过
财 税 政 策 引 导 好 的 项 目 转
移。

地区差异

需制定不同目标

基础 思路 策略 平衡

拿到工钱的工人脸上洋溢着喜悦。 (资料片)

要多些存款，更要活得有尊严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
一番”的新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央
对民生的高度重视，让人深感振
奋。

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并
解决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

题，正在引发政界和学界的热烈
讨论。各界的共识是，收入分配改
革比简单地做大GDP更具挑战
性。简单地说，就是“切蛋糕”比

“做蛋糕”更难。
应当说，当下我国居民收入

的差距，并非仅仅是分配办法的
问题，与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根深
蒂固的联系。近年来，很多地方走
的都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路
子，导致了资本的高度集中。这就
决定了大量资金必然落入政府或

者垄断企业手中，而普通民众很
难分到GDP增长带来的红利。

同时，各种制度上的壁垒、区
域发展不平衡，种种社会因素也
在加剧着收入分配差距。进城务
工的农民，总是游走于城市的边
际，房价和户籍让他们很难在城
市立足创业，只能流尽汗水之后，
带着叹息返乡。为了获得更多的
保障，年轻人想尽方法挤进体制
之内，社会活力难以得到充分激
发。

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绝非简
单地空口许诺，需要加大改革力
度，在经济领域内加快“转方式调
结构”的步伐，给民营经济更大的
空间。同时也应当进一步深化政
治体制改革，加强居民的生活保
障，激发社会的活力。

个人的幸福感不一定完全取
决于财富的多寡，社会领域亦如
是。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让穷
人手里多一些存款，更要让所有
人都活得有奔头、有尊严。

政协委员李百华：

山东杂技

应成特色品牌

本报济南 1月 31日讯 (记
者 王茂林) “丰富特色文
化品牌，文化资源整合开发，
走出国门创造国际影响力。”
对于促进我省文化产业大发
展，多位政协委员的建议不谋
而合。

“不少地方文化资源各自
为战、难以形成规模，原本可
以有更多创收，但受表演资源
限制，难以很好地开发市场。”
省政协委员、山东艺术学院教
授李百华调研中了解到，随着
国内外演出市场的扩大，像山
东省杂技团这样荣获过 9项
国际金奖的一流杂技团体，竟
被演出资源限制住了施展空
间。他建议把山东杂技打造成
特色文化品牌。

政协委员樊庆斌提出建
议，“把武术和表演、影视、音
乐、健康养生、全民健身等元
素结合起来，可以开发成一连
串的文化创意产品，做成山东
品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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