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杨莉（前）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上认真听会。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村村委会主任杨
莉，连续当选为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表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要履好职、
当好代表，简单说来就是用心，要当好“三人”。要做

“明白人”，明白自己的职责，做到明明白白履职，扎扎
实实为民；要做“贴心人”，深入基层，全面准确把握社
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的心声；要做“实在人”，有对党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主人翁态度，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杨莉认为，提出好的议案、建议是用心履职的基本
表现。好的议案、建议不仅需要提出问题，还要给出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10年来，她提交的建议和意见涉
及农村建设、农村教育等方面，近 200条，其中《关于加
大对农村水利建设投入的建议》等 10条建议被全国人
大列为重点建议。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杨莉：用心履职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季明 郁琼源 程士华

预算报告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打开
这份2017年的“国家账本”，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每一个数字都
关系着国计民生，回应着百姓期盼。

钱从哪来，花到哪去？
根据预算法，我国全口径的财政收入支出由“四本账”构

成——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国家账本中，最大头的就是一般公共预算。2017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630亿元，比2016年同口径增长
5%。加上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2433亿元，可安排的收
入总量为171063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4863亿
元，剔除地方上年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同口径增长
6.5%。

收支之间，存在2.38万亿元的赤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增加的赤
字主要用于进一步减税降费，保障政府应承担的支出责任。

“今年赤字率与去年持平，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对记者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我国应走出减税必然捆绑增赤的惯性思维，将减税与财政风
险通盘考虑，将归宿最终落在削减政府支出上，牢牢守住不发
生财政风险的底线。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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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2014年之后，政府工作报
告再度列出具体削减一般性支出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耿学梅说，政府开支
自我“瘦身”，用更少的钱保持日常运转，把更多的钱用到刀刃
上，挤出资金为企业减负，让社会各界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
心，也会提振企业的信心。

多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大账本”里的民生“小账
单”

如何把财政“大账本”拆成一个个民生“小账单”，直接关
系着百姓福祉。

以最大账本一般公共预算为例，近20万亿元财政大蛋糕
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

而根据提请审议的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2017年全国财
政支出占比，教育、社保、医卫毫无悬念地成为“前三甲”，尽显
民生情怀。

——全国财政花在教育上的钱预算为2.94万亿元，占总
支出的15.1%，成为第一大支出。2017年中央安排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经费1432亿元，一大看点是今年春季学期起，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每个学生背后的义务教
育经费可以“钱随人走”，惠及更多农村孩子跟随打工父母进
城读书。

——全国财政花在社保和就业上的支出预计超过2.2万
亿元，占总支出11.6%，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将继续提
高。

——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预算约为
1.4万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2%。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从去年的570元提高到今年的63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从
420元提高到 450元，保障百姓看病得到更多保障。

新的一年，让更多人住有所居，财政将再支持建600万套
棚改房；脱贫攻坚“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中央将补助地方
861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国家将投入6800多亿元……

财政部部长肖捷说，近年来，尽管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
出，但民生始终是财政保障和支持的重点。对于基本民生需
求，该托的底一定要托住，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不搞“锦上
添花”。

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护航供给侧改革的减税降费
“清单”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在积极财政政策下，
政府必须做好的一道题目是，如何一边减税降费，一边保障好
民生兜底需要。

梳理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其中关于减税降费的篇
幅超过往年，让人眼前一亮。不仅如此，预算报告还首次附上
专题，详细介绍2016年减税降费情况，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017年，政府承诺全年将给企业减负3500亿元左右：
——营改增试点将继续完善，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并至

三档；
——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范围，年应

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

高到75%；
——继续实施2016年底到期的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

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项税收减免政策……
此外，通过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

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征中
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适
当减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政府还将减少涉企收费
约2000亿元。

“我们确实感受到政府为企业千方百计降成本的努力，期
盼今年能在降低制度性和交易性成本上取得切实成效。”全国
人大代表、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说，除了政府多措并举，企
业也要注重降低内部成本，苦练内功，提升内生动力。

以公开透明强化约束——防范风险的债务“细账”
治大国若烹小鲜，风险不可不防。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分别为

1.2万亿元、1.35万亿元、1.62万亿元、2.18万亿元，赤字率从
2.1%逐步提高到约3%。

“赤字率随着国力的增长而进行调整，是各国通行做法。
今年的财政赤字安排仍在健康合理区间，关键是要摸清财政
债务底数，防范关键风险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说。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
额管理。此次预算报告在专题中晒出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余额等“细账”。截至 2016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预
计执行数153164亿元，比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低18710亿
元。

根据预算报告和草案，截至 2016 年末，我国中央国债
余额实际数约120067亿元。中央和地方债务合计，我国政府
债务余额约273231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数
据计算，2016 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 36.7%，低于欧
盟 60% 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预算草案中首次出现了《2016年和2017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和《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分地区限额表》两份清单，通过晒细账加强人大对地方政
府债务的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预算审查室主任何成军说，此举
是贯彻实施预算法、回应代表委员和社会关切、进一步细化预
算编报、推进预算公开透明的体现，是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
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市场约束力、防范和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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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 齐中熙）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补短板、调结构、
促创新、惠民生的领域。其中，铁路、公路、水利等成为投资重
点领域。上万亿元的投资百姓能感受到哪些呢？

公路方面，报告提出，今年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交
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新增高速公路5000公里，
新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新增贫困地区7000个建制村通
硬化路，新增内河高等级航道达标里程500公里，新增通客车
建制村4000个。

铁路方面，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中国铁
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投产新线2100公里、复线2500公里、电气化铁路
4000公里。

水利方面，报告提出今年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介绍，发改委将突出抓好
云南滇中引水等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实行动态管理、
滚动推进，确保实现年内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在建投资
规模超过9000亿元。

“投资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不仅可以拉动当期经
济，更重要的是能补短板、惠民生，百姓能有切实的获得感和体
验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说。

上万亿投资
百姓能感受到哪些？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 梁天韵 高敬）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王尔乘6日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目前社保基金管理运营资金
已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将试点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2万亿元的资金量不小，是老百姓的养命钱。要把国家这
部分战略基金管好、运营好，要保值增值，发挥对国家民生底线
兜底的作用。”王尔乘介绍，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为国家财政每年
拨款200亿元、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彩票公益金以及地方基本
养老金结余部分。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稳步推
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王尔乘表示，当前社保基金管理面临着市场与道德的
双重风险。为实现保值增值，将改革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资金管理的精细性，健全防范风
险的制度、流程和手段，同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我国社保基金
达２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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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停建楼
堂馆所、清理公房公车、压缩政府
性文娱庆典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接
连落地，“三公”经费逐年减少，奢
靡之风明显减少，党政形象大为
改善，赢得了人民群众好评。

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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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政府撙节用
度，百姓更能荷包宽裕。

节用是手段，裕民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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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政府过紧日子
百姓过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 周勉 刘怀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广
大公务员要持廉守正，干干净净
为人民做事。当前，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社会风气
明显好转，政府职能转变尤需深
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然艰巨，
广大公职人员理当全心为民、敬
业尽责，做干净人、办扎实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不敢腐”的
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
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
构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管党治党的举措赢得了百姓
衷心拥护，为深化改革开放，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
力保障。

党风政风的好转需要珍惜和
巩固。国家公职人员是直接面对
和服务群众的群体，一言一行关
乎群众利益，关乎党群、干群关
系。公职人员队伍越干净，老百
姓的利益就越有保障，获得感就
越充分，对党和政府就越信任，投
身改革、共谋发展的意愿就越强
烈。这就是民心顺则事业兴的道
理。反之，如果违背了这个逻辑，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的推进就
难免遇阻。

百姓谓之曰“官”，权力实则
来自人民。持廉守正、率先垂范，
干干净净做人、规规矩矩办事，对
广大公职人员来说是本分，更是
责任。他们之于社会风气好转，
既是参与者，也是获益人。

对公职人员来说，干净清白
是底线，勤勉实干是关键。当前，
还有少数公职人员抱着“多做多
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
逃避责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在工作中不“添柴”，反“添堵”。
必须清楚认识到，做官不仅要干
净还要正派，办事不但要规矩还
要扎实，努力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光添彩，这才是“人民的勤务
员”应尽之责。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干净做人扎实办事
才是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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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 任玮 姜辰蓉）全
国两会上，来自宁夏、陕西等西部省区的政协委员建议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进一步加大对西部高校学科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大学副校长马宗保说，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
重大战略，对于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意义重大。“双一流”建设的
成果应当是强的高校要更强，但弱的高校不能太弱。他建议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校，进一步加
大支持其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比如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西部专项”，强化西部高校各类津补贴配套支持力度等。

“还可以通过鼓励东西部高校间院士双聘、协同发展，
支持西部省属高校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实施‘东部高校优
秀博士毕业生援助西部计划’等方法，带动西部高校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马宗保说。

与马宗保一样，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
校长郝际平也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升。他呼吁，
从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投资保障等方面，加强对西部高等
教育改革的支持力度。

郝际平建议，应建立面向西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
置机制，有计划地对西部高校安排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
等，高端人才的评选也应向西部倾斜。他说，由于西部高
校农村生源占比大，贫困生比例相应较高，应制定学费、办
学经费等扶贫补贴优惠政策。

政协委员建议加大
对西部高校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