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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政府的“紧日子”是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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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5日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紧日子”表述引来大会堂内一片掌声，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焦点。

其实，“紧日子”不是新鲜词，这已经是本届政府第三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过“紧日子”了。这些年，各级政

府的“紧日子”是怎么过的？相关部门习惯不习惯？会场内外又如何看待这“越来越紧”的日子？

从文印室取走打印好

的材料，陕西省商洛市商州

区大荆镇镇长张丹宏顺手

将一摞用过的A4纸放进打

印机。稿纸两面用，这是他

近几年养成的新习惯。

“你要不节约， 别说制

度管你， 自己良心都过不

去！” 在不足10平方米的办

公室里，张丹宏指着凹凸不

平、 布满茶杯印的办公桌

说，“就说这桌椅吧，十几年

没换了，使用中都‘吱吱呀

呀’响。算上我，已经陪伴5

任镇长了。”

政府开支“钱袋子”越

扎越牢、日子愈过愈紧，许多

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就此改变。从2013年新一

届政府提出“约法三章”起，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武威

市古浪县县长杨东就逐渐

学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

去年，武威市建起政务

信息微信圈，市直各局局长、

各县区长工作中一些通知

直接用微信发布，省时便捷，

还减少了纸张开支。“现在县

里倡导无纸化办公，公文尽

量采用信息化手段，稿纸都

是正面用完用反面。” 杨东

说。在湖南省，记者近两年采

访发现，为节约开支，一些县

政府摆放在机关里的花草、

盆栽也不见了踪影。

信息化办公、 节水节

电、办公用具能修不换……

别小看这一点一滴的节约，

省下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通过厉

行节约，温州市港航管理局

过去一年办公经费同比下

降18%， 电脑耗材和印刷费

分别下降50%和33%；地处六

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甘

肃古浪县，不合理的隐性开

支从有到无，“三公”经费较

2012年减少30%。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过

紧日子。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过

紧日子，把每一笔钱都花在

明处、用在实处。基层干部

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提

“紧日子”，说明厉行节约渐

成常态，成为各级政府的制

度安排和干部行动自觉。

以前，陕西省延川县永

坪镇每年接待的各类检查

较多，镇里接待上级，动辄

就到饭店吃喝，当地干部苦

不堪言。近年来，永坪镇建

起“廉政灶”，来访者无论职

务高低，一律吃简餐，每人

还需缴纳20元的伙食费。

“面条、烧饼、几盘家常

菜，就是市长、县长来了，也

是吃这些。” 永坪镇党委副

书记高东东说，过去他曾一

晚要在酒店陪三拨客人，如

今杜绝。在陕西，各乡镇已

普遍建起“廉政灶”。

在福建省连城县姑田

镇， 党委政府为节约开支

“自加压力”，在严格执行接

待标准的前提下，食堂用餐

实行“拼餐制”。“如果一餐

饭同时来了两三拨客人，要

是人数不多就鼓励拼桌，里

外里又能省下一桌饭菜。”

镇党委书记伍功武说。

“三公”经费持续下降，

差旅费、会议费管理更加规

范，各部门支出实行动态监

控……各地多措并举“勤俭

持家”，“紧日子” 过成了常

日子。

“以开会为例，现在可开

可不开的会一律不开， 并且

尽量用视频会代替集中开

会， 减少人力和相应的住宿

费、会务费、餐费等。”全国人

大代表、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

瑶族自治县县长龙飞凤说：

“就说我自己吧，只要有女同

事同出差， 一定同住一个标

间。”过去三年来，该县的“三

公”经费总支出，分别较上一

年下降37%、4%和9%。由于执

行了严格的公务接待制度，

各单位都在食堂接待来访，

接待费用下降幅度很大。

“紧日子”让干部管住了

嘴，也迈开了腿。公车改革后，

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取消公务

用车。 福建省永春县安监局

局长黄聪胜以前上下班都有

公车接送，公车改革后，他从

家里找出了10多年没骑过的

自行车，每天骑车上下班。在

县机关大院， 以前是轿车占

用自行车车位， 现在成了自

行车“唱主角”。还有一个有趣

的现象， 现在更多的干部又

开始骑上了共享单车。

“钱袋子”越收越紧，各

级政府和干部们还过得惯

吗？省下来的钱又去了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

市市长宋希斌说，十八大以

后，迎来送往大幅下降，铺张

浪费大幅减少，大家也习惯

成自然，党风政风都有很大

转变。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

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

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

般性支出， 决不允许增加

“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

金用于减税降费， 坚守节

用裕民的正道。

“三公”经费压下去，民

生支出提上来。在陕西省西

安市户县，2016年“三公”经

费较2013年下降900余万元，

压缩下来的资金被用于民

生领域，目前民生支出占到

该县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

88%；在大连，2016年“三公”

经费同比下降33%， 堪称政

府对自己“最抠门”的一年，

而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却达

633.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比重为72.8%，保持了近年来

的高水准。

龙飞凤说，政府部门要

习惯过紧日子，“三公” 经费

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压缩。她

表示，应严格执行现有规定，

严格预算约束、强化监督，把

各项制度落到实处。此外，在

恪守“节约不浪费”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制定压缩办法，

保证正常工作开支。

用在政府自己身上的

钱该怎么花？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给出了答案：坚守节

用裕民的正道。报告给中央

部门定了高压线，即一律按

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

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

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

于减税降费。此举彰显政府

自身勒紧裤腰带，让百姓过

好日子的坚定决心。

据介绍，2017年财政政

策将更加积极有效。在支持

实施减税降费的同时，确保

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

规模扩大。新增财力以及调

整存量腾出的资金，优先用

于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适度扩大有效需求，

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和扶

贫、农业、教育、生态文明建

设等重点领域的投入，使财

力进一步向困难地区和基

层倾斜。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很大，财政收支矛盾仍然

十分突出，政府带头节约开

支尤为必要。政府厉行节约

不仅仅是省钱，还会产生强

大的示范作用，引领全社会

形成艰苦奋斗的好风气。政

府开支减少， 少花钱多办

事，可以给企业改革创新营

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

空间，大大增强企业发展的

信心和活力。企业经营红火

了，创造的整体社会财富增

加，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也会

水涨船高。

细读政府工作报告和

预算报告，无论是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提

高至每人每年450元， 还是

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地方专

项扶贫资金比上年增加200

亿元，无论是适当提高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还是

加大对资源能源型和财政

困难地区支持力度，都可以

看到， 这每一分增加的钱，

都是用在补民生短板上。

各级政府和部门下定

决心削减行政开支，拿出实

招减轻企业过重负担，综合

施策改善民生薄弱环节，百

姓的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

过得红火。

（据新华社报道）

■勤俭持家
管住嘴 迈开腿

■量入为出
政府对己愈“抠门” 民生开支愈“大方”

包商银行： 实施减费让利“降成本”

2016年，包商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巧借金融之力支持“三去一降一补”，不仅在企

业去产能、去库存方面发挥化解风险的作用，也在促进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等方

面卓有成效，在“去”“补”间推进行业形成合力，助力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6年以来，在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包商银行持续下调FTP资

金成本，仅2016年1~12月1年期FTP价格就下调了39BP，为贷款利率下降提供了充足

空间。经统计，2016年该行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约44BP。

按照“减费让利”原则对多项金融服务价格设置优惠措施，对收费实行减免政策。

一方面对企业的部分收费项目进行减免，其中免费项目包括部分账户服务类、现金

服务类、同城跨行（人民币）普通支付业务以及电子银行渠道的业务。2016年仅账户服

务类优惠措施就为企业减免金额600余万元， 实行收费优惠项目包括贸易融资类、投

资银行类业务，2016年为企业减免金额共计约4300余万元。另一方面，积极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 小微业务除了收取贷款

利息、柜面电汇等日常结算业务收费外，

不再单独设置其他收费项目。

文/郭鹏飞

■精打细算
桌椅用到“吱吱呀呀”

■彰显决心
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