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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改善民生  增进人民福祉

明建设，加快形成节约集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和消费模式。更加注重城乡统筹，着力增强发展活

力。认真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力度、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和财政资金引导力度，支持

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支持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

推动农业产业化“671”转型倍增规划实施，不断增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持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着力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二、保障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改革

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如教育问题、就业问

题、医疗问题等，是与各种各样的体制、制度联系在

一起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创新之路，充分发挥

财政政策资金的保障作用，统筹推进各项重点领域

改革，从根本上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着眼“学有所

教”，足额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扎实推进国家教育统筹

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加快推进职教大省和高校强省

建设。着眼“劳有所得”，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

一步规范公务员津补贴改革，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改革。支持健全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就业相结合的机制。着眼“病有

所医”，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推进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着眼“老有所养”，坚持广覆盖、

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巩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全覆盖成果，支持加快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着眼“住有所居”，加快建立市场配置和

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资

金管理，切实保障困难家庭基本需求。着眼“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

财政体系，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不断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倾力保障民生、保障基本、保障重点，注

重统筹兼顾，特别关注并积极服务弱势群体、艰苦地

区和基层一线。着眼“创新社会管理”，围绕建设服务

口罗建国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新蓝图，把民生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报告

145次出现“人民”二字，标注出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红

色基线，宣示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这是把握十八大精神的精髓，是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核心。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改善

民生是公共财政应有之义。

一、保障改善民生要坚持科学发展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保障改

善民生的关键。近年来，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提速，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发展不足、发展不优的问题仍

然十分突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发展平衡性、

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这不仅从数

量上也从质量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标

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主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人民

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

注重扩大内需，着力拓宽发展空间。发挥财政政策目

标定位准、针对性强、作用直接有效的天然优势，进

一步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投

资结构上来，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优先发展的产

业和领域，同时把扩大消费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强化政策刺激和引导，引导和促进消费升级。更

加注重结构调整，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发挥财税政策

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将财政政策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领域，加大力

度促进区域协调和城镇化健康发展，以支持皖江示范

区建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支持合芜蚌试验区和

创新试点省建设增强创新驱动动力，大力支持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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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府，统筹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

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保障改善民生要抓好平台载体

安徽省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以此为抓手，积极探

索了一条以项目化手段发展社会事业，用工程化措施

解决民生问题的新路。目前，民生工程已经成为全省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政策平台、一项重大制度

安排。必须进一步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推进各项工

作更加协调高效，确保人民群众得到更大实惠。坚持

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坚持统筹安排与滚动发展相结

合，民生工程与“十二五”规划和各年度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目标相衔接，科学确定民生工程项目，既全面

考虑，又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坚持积

极而为、量力而行。坚持新增财力主要用于民生，进

一步加大项目和资金整合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全

力以赴为群众谋利益，同时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和承受

能力，区分轻重缓急，优先安排群众期盼并且通过努

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不断

增强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积极推进民办公助、公办民营、

以奖代补等形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兴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事业。坚持提升绩

效、推进长效。探索建立民生工程绩效评估体系，科

学衡量民生改善状况和公共服务实现目标，努力推动

民生工程向“从有到优”转变。加强建后管养长效机制

建设，强化政府建管职责，做到管护主体到位、经费

到位、措施到位，同时坚持市场化办法，扩大政府购

买服务，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管养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保障改善民生要积极调控调配

保障改善民生是一个科学调节的问题。民生问题

是社会发展问题，难以靠市场自发调节，必须充分发

挥政府调节作用，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弥补市场的

“无形之手”。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调配资源的基

础，必须积极发挥好调控调配作用。调节收入分配。

精心组织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发挥财政调控

收入的职能作用，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千方百计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

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价格调节。价格是影响

民生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调节民生的重要手段。

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加强对价格的调控力

度，努力稳定物价总水平，支持加强对教育、医药、住

房、食品等重点民生价格的监管，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加强政府救济。政府救济是保障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

更加注重对困难弱势群体的帮扶，继续加大对低保户、

五保户、贫困残疾人、特困学生等困难群体的保障力

度，扩大实施范围，保障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使困难弱

势群体更多地、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支持社会

救助。保障改善民生，还必须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加强

社会调节。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支持开展经常性的社会

捐助活动，建立健全以社会捐赠为主的爱心捐助体系，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解决民生问题。引导各类

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回报

社会。

五、保障改善民生要做到群策群力

保障改善民生是为群众办好事、谋福祉。必须坚

持群众路线，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切实把

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民生工作的第一标准，努力把

民生工作这一系统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从

民所愿，推进民主决策。省财政厅开展了2013年民生

工程项目公开征集活动，设置33个备选项目，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累计参与人数58238人，收集意

见建议4801条，社会反响较好。下一步，将认真总结

活动经验，健全完善民意征集机制，切实从群众的呼声

和意愿中找准民生工作的着力点。为民谋利，夯实基层

基础。深入开展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工作，认真做

好提案议案、来信来访和网络问政等接访工作，宣传方

针政策，耐心释疑解惑，努力把矛盾控制在源头、消除

在萌芽状态。大力推进县乡财政一体化管理，更加注重

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着力发挥乡镇财政“一线执行与落

实”、“一线服务与监管”、“一线探索与总结”的优势。

由民监督，堵塞管理漏洞。加大财政宣传和政务公开力

度，把政策详细解读给群众，把成效真实展现给群众，

引导群众参与、支持、监督民生工作，做到工作过程由

群众掌握、工作效果由群众评议。同时严肃查处损害群

众利益的各类案件，并深入剖析原因，完善管理制度，

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确保各项惠民政策的有效

落实。

（作者为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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