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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声尊民意
办好民生实事

按照深圳市的部署，从明年起，民生实事项

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将在全市各区推开，2022年

市、区两级全面实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

特区中的特区，福田区人大又在积极探索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实施办法2·0版改革

方案。看懂“钱景”把握中国经济脉动
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有望新增近20万亿元，大头投向了企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双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唱响“合奏曲”

图片新闻

“十四五”资本市场将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

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在京举行

□ 何子蕊

2020年11月30日，作为四川

省成都市中心城区之一的双流区

3个部门收到了区财政局预算绩效

管理信息系统的“黄灯”预警，要求

对预算资金使用缓慢的情况进行

说明。

这是双流区创新体系机制、

强化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一个小

插曲。

“双流区从制度设计着手，进

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把有限的

资金用在刀刃上，有效地助推了经

济社会发展。”成都市双流区财政

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强化顶层设计
推进改革落实

据双流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双流区从强化顶层设计入

手，着力构建完善预算绩效管理

“1+1+N”制度体系，统筹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的落实落地。

双流区率先建成预算绩效管

理信息系统，全面构建线上绩效管

理模式。“我们明确工作目标、进度

安排、责任要求，将规矩立在首，切

实筑牢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良好

基础，全面推进我区绩效管理改革

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据悉，今年，双流区首次实现

绩效目标线上管理模式，将绩效目

标编报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

实现了预算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

“二上二下”同步，还将年初预算绩

效目标随预算草案提请区人民代

表大会审查，首次实现与部门预算

同步批复、同步公开。2020年年

初预算对54个项目开展了重点项

目绩效目标审核和评估工作，对存

在立项依据不充分、资金测算依据

不足、预算编制不准确等问题的

21个项目的预算金额进行了调整，

调减比例达8%。

同时，双流区还强化绩效运行

监控。今年，率先在预算绩效管理

信息系统完成项目1月~6月和1月~

8月绩效自运行监控工作，实现项

目监控全覆盖。在自运行监控的

基础上，对30个项目进行了重点

监控，对进度滞后的10个项目进

行调减，调减比例达3.6%；对绩效

目标偏离等16个项目调整完善绩

效目标；对执行进行较慢的7个项

目加快实施进度。

强调过程监控
注重效果评价

据了解，双流区在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中始终以绩效结果的应

用为落脚点，推进信息公开、实施结

果奖惩为主要手段，实现绩效评价结

果的深度广泛应用。2019年，对全

区106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价工

作，对19个项目、5个部门整体、1个

财政政策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

价，对评价得分较低的3个单位与

2020年预算编制挂钩，扣减10%

的预算经费。

在此基础上，双流区继续扩大

绩效评价范围。今年首次实现项

目自评价全覆盖，同时对19个项

目、8个部门整体、3个财政政策开

展了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涵盖产业

发展、政府购买服务、民生项目、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等。

此外，双流区还进一步强化绩

效管理工作，持续加大绩效管理

工作考核力度，于今年印发了《成

都市双流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

核暂行办法》。通过实行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考核，层层压紧压实

预算单位在项目绩效目标申报、

项目执行、项目监管等环节主体

责任，并拓宽考核范围，联合区纪

委监委、区委组织等部门将各单

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纳

入全区目标考核，使“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

落到实处。

成都市双流区将绩效目标编报作为财政预算安排前置条件，推动预算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
“二上二下”同步管理，首次实现项目自评价全覆盖

本报讯 “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

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

要，也是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日

前，《证券日报》社长陈剑夫在第四届新时代资

本论坛表示，资本市场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

开放，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基础制度

供给，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陈剑夫指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

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十四

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原主

席、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演讲中表示，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外面临的深

刻复杂变化基础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给资本市场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他提出五

点建议：一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功

能；二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

三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四是

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五是要更好发

挥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吸引力。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陈剑夫

表示，资本市场作为连接实体经济、金融、科技创

新的重要枢纽，必将担当重任。在进一步发挥资

源配置、资产定价、风险缓释等功能，以更大力度

助力新发展格局上，资本市场也将大有可为、大

有作为。这也是我们将本次论坛的主题定为“双

循环下的资本市场创新与发展”的初衷。

（张小宝）

本报讯 “我认为他的要求有理，人家为村

集体落下残疾，咱村里就应该照顾他！”近日，山

东省武城县老城镇三合村的村民代表正在村委

大院激烈讨论着村民孙文山享受补助议题。

孙文山曾是生产队饲养员，一次轧草时被机

器轧掉了半个胳膊，从此落下残疾。当时大队党

支部为照顾他，推荐他去镇砖瓦厂当保管员。砖

瓦厂关闭后，企业一次性给了他2万元现金补

助。现在孙文山70多岁没有劳动能力，要求村集

体给予适当生活补助，现任村党支部书记亢泽明

认为要求不合理，没有应允。

这件事怎么解决？老城镇创新运用“三步工

作法”来处置。第一步，由群众提出诉求，召开村

两委干部会议研究答复；第二步，群众对两委干

部会议答复不满意的，召开党员会议，进行研究

答复；第三步，群众对党员会议研究答复结果仍

不满意的，由村两委组织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

决，给予答复。群众对村民代表会议答复意见仍

不满意的，根据村民代表会议研究的结果，由法

律顾问出具答复意见，依法进行解决。

老城镇党委书记刘杰说：“‘三步工作法’核

心是民主，方式是公开，通过村民评判，既能避免

村支书‘一言堂’，又能及时阐明无理诉求的不合

理性，事情的处理意见，群众都能信服。”

目前，孙文山的事已进入到第三步，通过无

记名投票方式，由21名村民代表评判决定。

通过运用“三步工作法”，老城镇有效解决了

多件类似问题，群众满意度得到提升。

（吴 华 张 敏）

“三步工作法”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山东武城县将“一言堂”变“众人判”

□ 吴 雨 姚均芳

企业做“小生意”离不开钱，居

民过“小日子”需要钱。今年，我国

人民币贷款有望新增近 20万亿

元。这其中，哪个领域最“吸金”、

哪个风口又来临、哪类企业受青

睐、哪家日子过得好……把握资金

流向，看懂“钱景”，可以观察我国

经济的脉动。

长期贷款稳信心

12月9日，在北京中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药品包装车间，几名工

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地工作着。

而疫情初期，因资金链紧张，这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度遭遇复工

难题，冰冷的机器设备摆在停工的

车间里“吃灰”。

“要是几个月前，我只能和你

谈‘钱紧’，哪敢聊‘前景’。”中新

药业副总经理燕云飞告诉新华社

记者，多亏银行及时提供了300万

元贷款，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在

贷款支持下，企业很快复产销售，

预计今年全年能实现近15%的销

售增长。

经济受冲击，金融在发力。今

年以来，一系列应对疫情、支持实

体经济的金融政策陆续出台，货币

信贷政策作用凸显：

前11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超

18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3月

以来，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9个

月保持在10%以上；前10个月，金融

系统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

亿元，预计全年可以实现让利1.5万

亿元的目标……

这些“万亿”的数目并非“大水

漫灌”，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准滴

灌”举措、直达工具的出台，为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了

强有力支持。

超18万亿元新增贷款都投向

了哪里？大头投向了企业。数据

显示，前11个月我国企业贷款累

计新增近12万亿元。

这其中，哪些领域备受各大金

融机构青睐？先进制造业可以和

新基建争个高低。在9月末的时

候，制造业贷款已较年初增加2万

亿元，是去年全年增量的2.6倍。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更是各家银

行“拼抢”的重点。

而过去被银行视为“香饽饽”

的房地产贷款，此时已不再炙手

可热，增速连续 20 多个月出现

下滑。

企业发展需要的不只是短

期流动资金，对于有长远规划的

企业来说，长期资金可以给企业

带来有更多成长的未来。11月，

企（事）业单位新增中长期贷款

5887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多 增

1681亿元。

今年以来，企业中长期贷款占

比不断攀升，已占到各项新增贷款

的六七成。“获得的长期资金较多，

能更好地稳定企业的信心。中长

期贷款增多有利于经济恢复和进

一步增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

计司司长阮健弘说。

特色贷款解忧虑

获得贷款的不仅有产业支柱

型的大企业，也有“毛细血管”般

的小微企业。它们不仅是经济活

力的重要源泉，更与咱们老百姓

“吃吃吃”“买买买”的美好生活密

切相关。

“公司成立 11 年，今年拿到

第一笔贷款。”北京九州汉邦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保泽

说。这家企业因缺少房产等传

统抵押物，贷款申请此前屡遭

“闭门羹”。

支持小微企业要从首贷“破

冰”！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要

求金融机构提高小微企业“首贷

率”，普惠金融考核不断加码，各地

“首贷服务中心”“首贷培植行动”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今年前7个月，已有160多万

户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拿到了第

一笔贷款，占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户数的16%。

金融似血脉，要及时打通堵

点、畅通脉络，方能让金融“供血”

真的给力，激发出中国经济的活

力来。首贷难、缺抵押、信息不对

称……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正花

心思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面前的

“拦路虎”。

凭借税收、账款、发明专利等

信息为企业精准“画像”；“黄瓜贷”

“大棚贷”“拉面贷”等量身打造的

特色贷款陆续推出，“人才贷”“巾

帼信用贷”等产品正探索解决不同

创业群体的后顾之忧……

截至9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融

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

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

同比增长21.8%。

融资变化“量增价降”

贷得到，还得成本低。

“贷款额度从130万元增长到

300万元，利率却从5%左右下调

到了3.85%，今年光利息就省了约

3万元。”北京泽浩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晓杰如是说。

融资成本下降的背后是利率

市场化改革推进和政策发力引

导。作为各银行新发放贷款的主

要参考，今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已两次下调。目前1年期、

5年期以上LPR较去年12月分别

低了0.3个和0.15个百分点。

其实，不光企业享受着“量增、

价降”的融资变化，不少老百姓也

在不经意间成为“钱景”中的重要

部分。

经历过疫情，北京市民王先生

愈发看重健康，他用信用卡分期

线上购买了一台跑步机。“约4000

元的跑步机，分 12期，平摊到每

天大约要还10多元，为了健康很

划算。”

正是看到了许许多多像王先生

这样的消费“潜力股”，越来越多金

融机构大力发展消费金融。这从

今年各大银行的半年报、季报中可

见端倪，建行、农行、招行、邮储等

银行个人消费信贷“蹭蹭”攀升。

一笔笔贷款“破冰”，一个个堵

点打通，一家家企业得到金融持续

“补给”，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在金融的“添油给力”中，

稳稳起步，日益强劲。

“金融支持给了我们发展信

心，明年我们要抓紧新品的研发和

申报，加快向现代化、智能化、专

业化先进药企转型。”此时，解决

了“钱紧”问题的中新药业副总经

理燕云飞开始畅想公司“前景”。

紧扣市场脉搏紧扣市场脉搏
捕捉外贸出口商机捕捉外贸出口商机

今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宜昌市兴发集团

紧盯全球疫情变化，紧扣农化产品市场脉

搏，敏锐捕捉外贸出口商机，全集团出口创

汇4.2亿美元，同比增长7%。图为兴发集团

新材料产业园，员工在装运草甘膦产品，该

批产品将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出口到南美洲。

蔡 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