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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用清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权

2017 年 3 月 23 日 责任编辑：宋 武 版式策划：李艳军 责任校对：颜 华

3月21日，国务院召开

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

他强调， 各级政府和部门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按照中央纪委七次全

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

党风廉政建设要求， 持续

深化改革和转变政风，突

出标本兼治， 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

深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

李克强指出， 过去一

年， 各级政府坚持依法行

政，加强源头治理，突出限

权管钱，狠抓督查问责，严

格正风肃纪， 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但一些地方、部门和

单位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不

严格、不到位，一些领域腐

败问题时有发生， 少数干

部存在庸政懒政怠政等现

象， 必须以更有力举措进

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

作。

李克强要求， 以深化

“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铲

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用清

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

权，除涉及重大安全和公

共利益等事项外，行政审

批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

依程序取消，创新事中事

后监管保障廉洁执法、公

正执法，采用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让监管全过程“留

痕”，提高监管效能。大力

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 能在网上办的尽量

上网办理，最大程度利企

便民。营造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促“双创”、增

就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的良好环境。

李克强表示， 切实管

好用好公共资金。 所有使

用财政资金的部门， 原则

上都要公开预决算。 各级

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继

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及

时拨付各类财政资金，解

决在途时间长、 年底突击

花钱等问题。 大力盘活沉

淀资金， 坚决查处小金库

和截留挪用、 贪污侵占等

违法违规行为， 为公共资

金装上“安全锁”和“防盗

门”。

李克强强调， 进一步

加强国资国企和金融监

管。 在国企重组改制中既

要大胆改革创新， 促进国

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又

要防止国有资产被侵吞。

健全境外国资经营业绩考

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严格

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出

资人审核把关程序。 积极

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增强监管合力，强化金

融机构内部控制， 严防金

融风险和腐败。

坚决整治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

李克强指出， 规范公

共资源配置交易。 完善并

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和政

府采购制度， 用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 做到公开透

明，防止寻租腐败。

“坚决整治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李克强说，紧紧看住

和管好用好扶贫、低保、棚

改、医保资金等群众的“生

存钱”、“救命钱”， 使惠民

资金和项目真正发挥效

用。突出农村集体资金、资

产、资源管理等重点领域，

严厉查处基层各种微腐

败、小官巨贪等问题，不断

巩固基层反腐成果。

李克强强调， 廉洁是

从政者的本色， 勤政是公

务员的本分。 政府系统广

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严格落实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 坚持不懈纠正“四

风”，严格执行国务院“约

法三章”，勤勉尽责，勇于

担当， 全面做好经济社会

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工作。

建立规范政府权力责
任的“总台账”

李克强总理21日在国

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上说， 今年要抓紧制定国

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

单，减权过程能减则减，除

涉及重大安全和公共利益

等事项外， 行政审批事项

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

消， 要通过全面实行清单

管理建立规范政府权力责

任的“总台账”。

2016年1月，国务院办

公厅公布《国务院部门权

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方

案》，确定在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司法部、文化

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证监会开展试点。

作为权力和责任清单

编制试点， 这些部门需要

全面梳理部门现有权责事

项， 对权责事项逐项提出

取消、下放和保留的意见，

之后中央编办、 国务院法

制办会同有关方面对部门

基础权责清单进行研究审

核。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发布

会上介绍，作为7个开展清

单编制试点工作的部门之

一， 发改委的清单已经按

照要求报送中央编办审

核。 在编制清单过程中，

40%的权力事项被建议取

消下放。

在此前试点的基础

上，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

告时表示，2017年要“全面

实行清单管理制度， 制定

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

单， 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试点， 减少政府的自由

裁量权， 增加市场的自主

选择权”。

之后在3月17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

各部门年内要制定出台权

力清单、责任清单，在更大

范围推广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试点。

为了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

的核心问题， 本届政府持

续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在提前

完成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

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去

年又取消165项国务院部

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

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

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各有侧重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

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表

示， 权责清单会由各部门

自己负责梳理制定， 然后

由中央编办等部门进行统

筹，解决各部门权限交叉、

冲突协调等问题。 在制定

过程中还要有科学论证，

专家参与， 以及必要的公

众参与， 听取公众意见尤

其是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在制定时应各有侧重，

避免高度雷同。”王敬波介

绍， 有些部门已经把责任

清单变成权力清单翻版，

这失去了权责清单的属性

和功能。 比如在责任清单

制定中， 应更多强调部门

间权限切割的问题， 部门

间权限交叉和空白容易导

致互相推诿等问题。 因此

需要加强中央统筹， 避免

各部门各自为政， 政府责

任没有落实。

清单制定之后， 将成

为部门履责的依据和路线

图。王敬波认为，以后还要

进一步发挥清单作用，按

照清单进行清单履责的定

期评估，促进履责，解决不

作为、慢作为和懒政现象，

进一步优化管理制度。

（据《新京报》）

记者从21日水利部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3

月22日是第二十五届“世

界水日”， 也是第三十届

“中国水周” 的第一天。联

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

的主题是“废水”，我国今

年纪念“世界水日”和“中

国水周” 活动的宣传主题

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

面推行河长制”。

目前，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开局良好，22个省（区、

市）明确在2017年底前全面

建立河长制；9个省（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在

2018年6月底前全面建立河

长制，确保2018年年底前全

面建立河长制。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

长李鹰介绍， 水利部成立

了推进河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了部领导牵头、司

局包省、 流域机构包片的

督导检查机制； 派出16个

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

了第一次督导检查。2017

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关

键一年， 水利部加强督导

检查，按照“一省一单”的

方式， 向各地通报检查结

果和整改要求。 对整改不

力、进度滞后的地区，采取

通报、约谈、挂牌督办等多

种方式， 督促按期完成目

标任务。

“水利部督促各地建立

健全考核问责制度，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河长考核，并将

实行河长制情况纳入年度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内容。” 水利部水资源司

副司长石秋池说，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效果很

好，“十二五”期末，全国31

个省（区、 市） 用水总量

6103.2亿立方米，完成控制

在6350亿立方米以内的目

标；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比2010年下降36.7%，

农业灌溉水系数提高到

0.536；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达70.8%。

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

司长刘伟平说：“各地在推

进河长制工作中，结合本地

河湖管理保护实际，探索出

不少有特色的好经验。”例

如， 河长体系延伸到村级，

积极推进“一河一策”，创新

执法和督察机制等。

李鹰说：“今年还将加

大执法监督力度， 建立健

全河湖执法巡查制度，组

织各地开展河湖专项执法

活动， 严厉打击侵占河湖

水域岸线、 非法采砂等涉

河湖水事违法行为。”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关键一年。 水利部将

举全部之力、 全行业之力

抓好推行河长制各项工作

的贯彻落实。李鹰介绍，水

利部将督促各地建立健全

考核问责制度， 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河长考核， 并将

实行河长制情况纳入年度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内容。 会同环境保护部

制定河长制实施评估技术

大纲， 在2017年年底前启

动中期评估。

（据《人民日报》）

水利部：我国明年全面建立河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