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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6 月 17 日 ，江 西 省
宜丰县石市镇村民在民生工程
进度表电子显示屏前交流。近年
来，宜丰县重点加强财政预算、惠
农资金发放、项目资金落实等财
政信息公开公示，县乡两级财政
部门主动“晒”出民生资金“账
本”，让财政资金更好惠及民生。

罗 霄摄（中经视觉）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运行造
成了一定冲击，加之大规模减税
降费，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较大。
基层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需要
尽快完善制度。各地不仅要层层
加强内部监督，从节约一度电、一
滴水、一张纸做起，严格规范开支
管理，还需要公开透明，开展审计
专项监督，让社会公众监督发挥
作用。同时，各单位必须增强红
线意识、敬畏之心，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不准截留挪用，通过公开透明操
作，使资金走向清晰可辨。

——李长瑞，山东省临沭县人大

近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2020年度财政预
算。相较往年，今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呈现了
新特点——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多个部
门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数较2019年压减幅
度超过50%。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财政收支矛盾
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各级政府
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
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以上”。那么，政府部门“紧日子”该怎么
过？如何在财政支出大幅压缩情况下实现少花
钱、办好事？广大读者纷纷来信建言献策。

财政收支压力加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财政收支矛盾
突出。一方面，疫情冲击经济，财政增收渠道变
窄。另一方面，无论是投资拉动经济，还是保就
业、保民生和帮扶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需要花
钱的地方在增多，财政收支压力加大。

应对受疫情影响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首
先需要政府各部门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
增收节支、厉行节约，实现“政府过紧日子，
换来百姓好日子”的目标。要倡导养成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通过有意识的节约
行为，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
道德风尚。

其次，“放水养鱼”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面对疫情，中央明确“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
度对冲疫情影响”，及时出台减税降费、再贷
款再贴现、增加流动性等多方面措施，确定了
力度空前的宏观政策：赤字率按3.6%以上安
排，财政赤字规模3.76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
万亿元；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特别是在帮助企业应对冲击方面，各地采
取相关应对措施，从资金输血、减轻负担两端
发力给予扶持，让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得以渡过难关。只有留住青山，才能赢得
未来。

当然，要科学合理把握好“放水养鱼”的政
策力度和风险防控，根据政策意图精准实施，确
保政策落地生效，促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使“放水养鱼”能真正惠及企业和
百姓，争取最大政策效应。

（作者肖初生，国家税务总局江西遂川县税务局）

问计于民精准投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政府部门带头
过紧日子过紧日子，，将财政支出重点集中在保障民生领将财政支出重点集中在保障民生领
域域，，意在做好意在做好““六稳六稳””工作工作，，落实落实““六保六保””任务任务。。这这
不仅回应了民生关切不仅回应了民生关切，，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发展思想。。

在财政资源收支压力增
大、投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
该怎么投，具体投在哪些民生
领域，应先考虑百姓期待什
么。俗话说，“知屋漏者在宇
下”，老百姓的民生期待，老
百姓自己感受最深刻。通过多
渠道问计于民，听取百姓意
见，才能够更直接吸纳民意，
为财政资金去向决策提供最接
地气的参考。

教育、医疗等领域都与百
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领域
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
也是百姓真正关心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但是，这些领域对于
财政资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本身也有轻重缓
急，在投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要把财政资金真
正用在“刀刃”上。比如，发展学前教育、异地就
医直报等。在民生事项资金投入等公共决策
中，应该让百姓参与，这样能够起到见仁见智的
作用，让财政资金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更大限
度地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百姓既是“受益者”
更是“监督者”，只有把“好钢”真正用在“刀刃”
上，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作者李育蒙，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

工作质量不打折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各
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
头”。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央本级支
出安排负增长，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
以上。但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等领
域，投入却“不降反升”，这值得肯定。

与此同时，也有少数人担心，政府普遍过
“紧日子”之后，各项工作会不会出现效率和
质量下降情况？这个问题显然也需要引起高度
关注。比如，借口缺少经费，该办的事不办
了，该调研论证的事拖后了，该督促检查的也
不搞了等。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经济生活带来
了诸多改变。比如，在各个行业，视频会议系
统得到广泛应用，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健康
码”“健康宝”等数字信息也广泛推广。此次

“三公”经费大幅压缩，不等于政府部门的工
作职责大幅压缩，更不等于工作效率和质量会
下降。

在“三公”经费大幅压缩之后，期待各级
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不断创新工作
思维和方法，充分利用视频系统、微信、二维
码等技术手段，广泛开展网上视频指导、调研
和督察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文件资
料、相关物品高效运转，以此确保政府部门各

项工作标准、要求、效率、质量不下降，切实
把钱花在“刀刃”上，推动各项工作创新
发展。

（作者唐卫毅，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政府部门要过紧日子，不仅是中央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提出的要求，更彰显了党和
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财政部
部长刘昆近日表示，政府过“紧日子”是长期
的方针政策，并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这意味着
政府部门要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为
此，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改革配套。

首先，要对财政资金精打细算。财政管理
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咨
询培训、论坛展会支出，严禁新建、扩建政府
性楼堂馆所；规范财政资金支出，进一步推进

“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减少压缩不必要
的公务活动；大力提质增效，各类结余、沉淀
资金都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严控非急需支
出，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作用，认真落实全口
径预算管理，通过制度真正把财政的钱管起
来、管好用好。

其次，要加强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监察，
打造“阳光财政”。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力度，
硬化责任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政府
支出更科学、规范、有效；加强财务审计，加
强执纪检查，扩大社会监督，确保每一分财政
资金都发挥出最大效益。通过不断深化相关制
度设计，努力建设节约型政府。

建立健全过“紧日子”的常态化机制，需
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过“紧日子”的自觉性，
从每一项财政资金的使用做起，严于律己，久
久为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让改革红
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作者周荣光，陕西咸阳市秦都区）

贯彻落实好“党和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的要求，党员干部要转变
观念，不妨从公务用车做起。首
先，要严控派车数量。除了特殊情
况，同一系统必须以“满座”为
准，坐满一辆再派另一辆；其次，
要习惯“拼车”。同一时间，去同
一方向，可以不同系统拼一辆公务
车。此外，会议、培训、论坛等

“减负”也要一并跟上，严控外出
人员数量，对造成公车浪费的行
为，要严肃问责，让公务车“拼
车”成为新风尚。

——李长安，四川省盐亭县八
角镇会真小学

过好“紧日子”用好每笔钱

治理医院“傍名牌”要动真格
潘铎印

近年来，以“协和”二字冠名的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许多地方，有的自称“协和医院某某分院”，有的自称属
于“协和医疗集团”或“北京协和医院连锁医院”。

知名医院被“傍名牌”，吃亏的往往是公众。“同名不同
院”，给不知情的患者带来了误解与困扰。医疗机构“傍名
牌”不仅会给正牌医院带来利益侵害，更伤及广大患者，因
为“傍名牌”医院在医师水平、医疗技术、设备等方面都无
法与大医院相比，直接影响患者的诊疗，甚至会耽误患者的
病情，延误治病时机，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严
重扰乱了医疗市场有序发展。

治理“傍名牌”医院要动真格。市场监管部门必须依法
严厉打击医疗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严肃查处擅自使用知名
医院等机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识仿冒混淆行为，加大对仿
冒混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戒力度，建立信用
惩戒体系，提高“傍名牌”医院的违法成本，从法律、规则
入手，将那些“傍名牌”的医疗机构逐出医疗行业，坚决遏
制“傍名牌”医院野蛮生长。同时，被侵权的医院也要拿起
法律武器维权，共同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对于经营者而言，与其“傍名牌”不如在医疗服务质量
上下功夫。民营医院应通过医生多点执业等方式引进高水平
医学人才，引入先进设备，在遵守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合法开展
市场宣传，诚信经营，不断提高医院医疗质量和诊疗技术水
平，这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正道。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审计局）

网络上动动手指，验证一下身份，就能轻松借到钱……相
对传统借贷，网络借贷因审核周期短、放款流程简单受到借款
者青睐。随着网贷平台整治不断深入，行业风险得到缓释。
但是，仍有网贷平台巧立名目形成“新变种”，亟须引起警惕。

网络借贷乱象由来已久。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
网贷平台乱象整治力度，行业乱象得到了一定遏制。但一些
网贷平台面对严监管却打起了“太极拳”，消费陷阱越来越隐
蔽。比如，以会员费、违约保险、管理费、服务费等各种名义扣
除借款人的费用。

这些非法网贷平台的新套路，既迷惑忽悠了不少借款者，
让借款者权益受到损害，又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相
比以前采取“简单粗暴”侵犯借款人权益的非法手段，非法网
贷“新变种”的套路更为隐蔽，更难发现，危害性有增无减。

对于不合法网贷平台，应做到源头治理，建立健全常态
化、长效化监管机制。只有这样，无论非法网贷花样如何翻
新，穿上什么“马甲”，都会在强有力的监管面前现出原形，不
至于形成“新变种”。

当然，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也需要理性消费，增强防范意
识。很多网贷消费者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很多学生跳进不规
范、不合法网贷平台精心设下的陷阱里不能自拔，甚至还因此
走上犯罪的道路。对此，学校、家长也要给孩子补上消费理财
教育一课。当人们越来越理性，那些非法网贷平台的生存空
间就会越来越小。

（作者地址：湖南省常德安乡县深柳镇）

警惕非法网贷“新变种”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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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6月16日，河北省迁安
市杨店子中心小学学生在食堂领
取免费营养餐。为提高农村学生
健康水平，自2019年秋季开始，迁
安市将农村小学营养改善计划作
为一项民生工程，按照每生每年补
助500元的标准，为学生提供一盒
学生饮用牛奶、一个鸡蛋。

彭月娟摄（中经视觉）

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今年中央部门如今年中央部门如
何过好何过好““紧日子紧日子””？？怎样将怎样将““钱用在刀刃钱用在刀刃
上上””？？让每一笔资金花得更有效让每一笔资金花得更有效？？在今年在今年102102
个中央部门公开的预算个中央部门公开的预算““账本账本””中中，，可以找可以找
到答案到答案。。

““20202020年年，，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压减一般
性支出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把钱用在刀刃上””——打开财政部打开财政部
20202020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这句这句““卷首语卷首语””映入眼帘映入眼帘。。

下降下降66..99％％、、55..66％和％和33..66％％——记者在查记者在查
阅审计署部门预算时发现阅审计署部门预算时发现，，相较于相较于20192019年执年执
行数行数，，今年安排在行政运行今年安排在行政运行、、机关服务机关服务、、事事
业运行项目上的预算均有所减少业运行项目上的预算均有所减少，，个别项目个别项目
预算降幅达预算降幅达5050％％。。

““三公三公””经费也是中央部门经费也是中央部门““勤俭节约勤俭节约””
的一大着力点的一大着力点，，财政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中中
国贸促会等部门压缩力度超过国贸促会等部门压缩力度超过5050％％。。

““中央部门预算中央部门预算，，是观察政府如何贯彻落是观察政府如何贯彻落
实实‘‘过紧日子过紧日子’’的一个窗口的一个窗口。。””中国社科院财中国社科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说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说，，通过压减非通过压减非
急需急需、、非刚性支出非刚性支出，，可节省下更多的资金和可节省下更多的资金和

财力财力，，用于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用于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
对于公众来说，不仅关心各部门公开的

预算“账本”是否详细、全面，还关心“账
本”里的各项支出是否花得“明明白白”。

教育部“‘励耕计划’教育助学项目”，
生态环境部“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管理项目”，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体
系建设项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促进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与妇女儿童维权项目”……今
年，项目支出预算公开是一大看点。

“今年部门公开的项目数量为83个，相
较去年，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
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
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在业内人士看来，
通过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力度，可硬化责任约
束，实现花钱问效、无效问责，进而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据新华社电）

6月17日，浙江省长兴县画溪街道白阜港河，党员志愿者
正驾驶一艘全自动水面清洁船清理水草和浮莲，净化疏通河
道，确保必要时行洪顺畅。 许 旭摄（中经视觉）

进入汛期，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水利部门合理安排机械、
人力，加快全县防洪涵闸泵站建设，疏浚整治河道，提升区域
行洪、排涝和防洪减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图
为近日泗洪县濉河疏浚整治现场。 刘成龙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