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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事关“国策”

微议

来论

2015年， 国家和地方针对
新能源的补贴简直可以用巨额
来形容。据估算，政府投入的补
贴预估至少300亿元。 据国内知
名媒体报道称，“2015年可能有
高达十亿元的补贴资金被企业
以各种方式‘套取’”。（1月19日
《第一财经日报》）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哲语，
对财政补贴的运作与监管来说，
是最适用的。财政补贴到了下面
就走样，甚至成了“唐僧肉”，很
大一个问题是细节失控。如果中
央补贴出了有关部委的门，就成

了地方相关部门可以随意分配
的盛餐， 必然产生权力寻租。结
果必然是该补贴的未必领得到，
不该补贴的却可能借机生财。而
如果相关部门相互监督制约，事
前审核、事中跟踪、事后反馈这
些过程都能有严格的章法可循，
以层层监督的方式坚守住“程序
正义”，很难出现乱发乱补情况。

还有一个常识是， 当权力成
为利益分配的决定因素，而“程序
正义”缺位的，权力寻租基本不可
避免。10亿新能源车补贴资金被
套取的背后，有多少“睁一眼闭一

眼”，甚至明里暗里的合作，只需翻
翻补贴资金运作的一些程序、细
节，至少能够判断个“差不多”。

媒体曝出“10亿新能源车补
贴被套取”，国家有关部委、一些
地方政府不能沉默，而应站出来
回应。审计、财政、纪检等部门亦
应对补贴资金审核发放的有关
细节进行严格核查，“套取”是否
属实，对公众应有个交代。如果
一边是反腐中挽回大量国家损
失，另一边又出现数以亿计的腐
败窟窿而无人问津，那就太不正
常了。 ■马涤明

为全面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意见》从规范企业工资支
付行为、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保
障制度、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
体系建设、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
件、改进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
理和用工方式等五个方面提出
十六条具体治理措施。（1月19
日 中国政府网）

每到年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都会成为新闻热点话题。为
讨要拖欠工资，农民工甚至不得
不“精心策划”，上演一出出“讨
薪秀”以博得社会关注和同情来
解决问题。农民工讨薪的“活报

剧”，几乎年年翻陈出新，这种另
类的创新，暴露出拖欠农民工工
资已然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顽
疾”，必须从制度建设的根本上，
下狠手出硬招， 方能防范与遏
制。

《意见》 不仅通过五个方面
的总体规划给出了全面解决农
民工欠薪问题的顶层设计，还通
过十六条过硬的具体措施划下
了解决问题的路线图，更提出到
2020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得到根本遏制的时间表。 由此，
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民工欠薪问
题时不仅有了工作指针，也会有
紧迫感， 工作起来就会更有力
度、更加主动积极。

其实，早在2014年4月，人社

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要全面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时至
今日， 各地治理的效果并不显
著。以湖南本省为例，据日前召
开的全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协调指导小组会议上
公布的数字披露， 经摸底排查，
截至2015年12月底，全省涉及拖
欠农民工工资金额数为4.83亿
元，同比增长了84.35%。而且，湖
南省人社厅副厅长王运柏还介
绍说，目前出现了“拖欠工资由
建设领域向其他行业蔓延”的趋
势。这表明，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必须全面、深入、彻底，否
则不仅有可能反复、恶化，甚至
还会蔓延。目前，湖南省采取了
银行代发工资等措施，在部分地

区加以试点。 无论试点效果如
何，来自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
《意见》都将成为指导、支持地方
政府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政策“及时雨”。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解
决，不仅挫伤了农民工的劳动积
极性，恶化劳资关系，加剧某些
地区的“用工荒”，削减本就薄弱
的人口红利， 也会放大社会不
公，撕裂社会情感，更令农村城
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进程
受阻———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其实事关国策，攸关大
局。《意见》 的发布既是指导，也
是提醒， 各地政府理应高度重
视，坚决贯彻落实。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开完末班车已下班，正
回库途中， 想着与其将
车‘空放’回库，不如顺
路载客。”

近日， 上海陈女士深夜
用手机叫“专车”，显示一辆
SUV抢了单， 最后却来了辆
公交！ 打车平台称， 如经查
实，车主会面临封号。司机如
此解释说。

琴意留长： 这个也叫公
车私用。

清江百里：好期待，看看
啥时候咱也体验一回！

小潘丹： 公交车末班空
车回库，真让人感觉浪费。

言之命至： 比我快车叫
来一辆皮卡小货车还雷人啊
……

尹奇： 上百万的公交载
你一个还不乐意？

“人民币贬值不是一种趋势，对
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
保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人
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时表示，人民币贬值和外汇储
备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要加大监管力度来解决这个事
情，对政府的监管充满信心。”

———香港财库局长陈家
强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股票
市场的波动是市场发展的必
然阶段，散户较多，无可避免。

套取10亿补贴的细节需要查清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提高到420元
去年我省民生支出达3929.6亿元，今年将提高多项惠民补贴标准，推进个税改革

本报1月19日讯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
省财政工作会议传出
喜讯：“十二五” 期间，
我省财政实力大幅跃
升。去年，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4008.1
亿元， 比2010年增长
1.1倍，5年连续跨过3
个千亿台阶， 年均增
长16.4%。会前，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和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分别作
出批示，要求全省财政
系统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牢固树立和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
念，努力保持财政经济
稳定、健康、可持续运
行。

“十二五”期间，全省各级
财政系统深入推进财税改革，
全力稳定经济增长， 大力保障
改善民生，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去年， 我省民生支出达
3929.6亿元， 比 2010年增长
1.3倍，年均增长17.7%，高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1.7个
百分点； 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69.1%，比2010年提高4.8个百
分点。

今年， 全省和省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与GDP基本同
步，力争更快一些，地方收入增
量中的税收占比要稳步提高。

今年， 我省将稳步提高惠
民补贴标准。 城乡居民医保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
准提高到45元，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家庭月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到320元、390元，继续提高农村
五保户、优抚对象、高职和高中
生均拨款补助水平。

同时，继续完善制度、健全
体系。统筹设计城乡一体化的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继续推进
城乡薄弱学校改造，支持解决城
市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

启动沿西部边境贫困县农

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实现
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津贴政
策对贫困县的全覆盖。 建立完
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两项制度”。

我省还将着力补齐经济发
展“四大短板”（县域经济、非公
经济、开放经济及金融服务业）。
在扶贫这块社会发展短板方面，
今年将大幅增加扶贫投入，探索
以省为主创新建立医疗保障、低
保兜底“两项机制”，以县为主搭
建产业发展、就业培训、易地搬
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扶贫“五
大平台”。

我省今年将从落实中央税
制改革、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和财
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突出加
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结合中
央即将出台的与地方收入划分
办法， 合理划分省市县收入，调
动各级积极性。

【严格落实中央税制改革部
署】按照中央部署，全面推开营改
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
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
围，实行不动产进项税抵扣。积极
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
部分品目征税范围、 征收环节和
税率。 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清理相关收费基金。

【扎实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加大预算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的比例，省级提高到19%；矿产
资源补偿费、 探矿权采矿权价
款、排污费、广告收入等全部纳
入预算统筹安排，取消所有专项
收入专款专用规定；行政事业性

收费、罚没收入和土地、房屋、矿
产等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全面实
行收支脱钩。实质性整合专项资
金，省级专项整合到82项，并健
全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和退出机
制。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中央
今年将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并在部分条
件成熟领域率先启动，省里将在
部分领域先行先试。扩大市县对
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自主权；进
一步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提高专项转移支付因素法分配
比重，原则上对乡镇以下的一般
公共服务项目不直接“戴帽”下
达。

【抓好其他方面改革】全面
启动实施财税综合信息平台建
设，推进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
革，加快农业“三项补贴”制度改
革步伐， 推进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并扩
大试点范围。

■记者 柳德新 唐婷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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