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更大的工作力度，在深
化精准扶贫上下功夫，切实提
高扶贫成效。要全面准确把
握贫困状况，对贫困人口的致
贫原因、贫困程度、脱贫难度
等心中有数，做到扶贫对象更
加精准。要根据不同资源环
境、不同贫困类型，用科学的
理念、动态的方法，不断调整
完善扶贫思路，提高工作针对
性，做到扶贫思路更加精准。

精准扶贫首先必须把贫
困的现状真的搞清楚，到底是
哪贫、谁贫、贫到什么程度。
过去有一种不好的执政理念，
争取到贫困县的帽子也算是

一个政绩。所以，必须要先把
家底澄清了，才知道钱到底该
往哪儿花。

其次，要分析原因，到底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贫困，弄
清楚每一类贫困适合用什么
方式来进行扶贫。比如有的
散居在深山区，地域偏远导
致的贫穷，那么就进行搬迁
扶 贫 ，像 河 南 的“ 三 山 一
滩”。而有劳动力的，则可以
帮助选定合适项目，通过培
训，提高技能，来帮助其独立
创业致富。也有的是有项
目、有技能，但没有启动资
金，那我们就设立专项资金

进行扶贫。还有一类，怎么
帮扶都不行的，比如，大部分
丧失劳动力，饮食起居自己
都不能解决的，那就只能“低
保”扶贫，靠政府财政的社保
政策来帮助他们。在具体实
施上，建议要从这一类最困
难的群体开始，让他们优先
享受到政府“精准扶贫”政策
的温暖。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脱 贫 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
的任务。进一步健全工作
机制，创新工作方式，科学
合理安排，努力实现“十三
五”扶贫攻坚良好开局。

我认为，中央投资为主
体的，原则上建议不让地方
配套。特别是贫困地区、革
命老区这些财政困难的地
方，最好不要安排配套。事
实上，要求配套往往配不上
去，反而助长下面说假话，造
成一些项目实施不了。特别
是一些贫困县，不争取项目，
就不好发展，好不容易争取
到项目，还要配套，结果反倒
增加了财政负担。建议不光
县里不需要配套，最好所在

的省辖市也不要配。这样相
当于给基层财政带来压力。

关于降费减税，对企业
松绑，搞活企业很有意义，
建议扩大免税商品范围。

关于财政教育支出方
面，对普通高中“建档立卡”，
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的
条款非常好。但是缺少关于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方面的
内容。

关于社会保障和就业
方面，建议增加“失独”家庭

的补助政策。计划生育后，
家庭一个孩子因病因灾因
事故去世以后的保障，需要
引起注意。中央政府没有
政 策 ，地 方 政 府 也 不 敢 出
台，遇到这类问题，地方政
府只有参考其他省市的处
理 办 法 摸 索 着 给 予 补 助 。
没有标准，很被动。尤其是
放开“二孩”之后，这样的家
庭更觉得心里失衡。希望
能出台相关政策确立补助
标准。

建议出台“失独”家庭补助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信阳市市长 乔新江

完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鹤壁市财政局建设科科长 袁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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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了，但
是要给老百姓办的实事一件不能少。
国家财政预算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保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
其是在保障民生方面力度非常大。

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5.2亿，同比
增长5.8%，但是用于民生、保障改善的
支出同比增长都要比 5.8%大得多，据
了解，增长最低的是教育支出，但也达
到了 8%以上，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节能
环保方面的支出达到了20%以上，人均
基本卫生服务提高到每人 40元，2016
年的目标是达到人均 45元。这说明，
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改善民

生方面的财政预算加大了力度。
在人均公共支出方面，建议

中央尽快缩小地区间的人均公
共 支 出 之 间 的 差

异。据统计，北
京的人均公共支
出为2万多元，河
北的人均公共支
出 只 有 6000 多
元，差异还是比较大
的，希望政府缩小地区
间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

另外，2016年，我国要全面实行营
改增，营改增后地方的主体税种更少
了，但现在地方保民生、稳增长都需要
地方政府的支出，希望中央能出台政
策明确如何完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

同心协力献良策
铿锵建言谋发展

“关注基层政府想办而难以办成的
事情，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这是代表肩上义不容辞的责
任。”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漯河市市长曹存正

做客郑州全媒体新闻会客厅。直面农村环境改
善，他呼吁中央给予农村居住环境建设更大的扶

持力度；谈及供给侧改革，他建言品牌和标准化建
设；对话食品安全，他说：“保证漯河食品安全”。

建垃圾处理厂改善农村环境

曹存正说，这几年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
丽乡村”建设力度在加大。但是农村的“垃圾靠风刮，污水靠
蒸发”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
了，但是生活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曹存正认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基

层地方政府有限，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他希望国家和省里
加大对农村污水、垃圾集中治理的资金支持力度。

“希望像前些年国家要求每个县都要建一座污水处理厂一
样，支持农村建立连片垃圾处理厂。”他说，垃圾治理需要建立一
个长效机制，集中清扫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清洁，但是集中清扫
后如何处理是个问题。单纯的掩埋不仅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而
且随着量的不断增加，会出现无处掩埋的情况。

需要几个乡建立连片垃圾处理厂，曹存正告诉记者：“一个垃
圾处理厂的投资需要100多万元，每年的运行费用需要数十万到
100万元，单靠乡里的财政难以解决，需要上级财政进行一定的奖
补。这是农民们非常欢迎的一件事情，我真诚地希望国家可以支
持这项工作。”

培育一批世界知名品牌

在品牌和标准化建设方面，曹存正认为，质量品牌和标准化
建设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应该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现在，产品品牌少，尤其是大品牌少是我们发展的短板。”
曹存正表示，现在逢年过节，或者是旅游季时，都有大量国人去
国外扫货甚至是抢货，从以前的奢侈品到现在的日用品，这也说
明国外一些产品的品牌和性能适应消费者的要求。所以，我们
要拉动消费，刺激消费，发掘消费潜能，就需要提高我们的产品
品牌，提升质量、性能，带给消费者良好的产品体验。

他表示，国家要加大对产品品牌质量的扶持和奖励力度，制
定品牌质量发展的专项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培育一批在世界
上“叫得响”的知名品牌。

财税体制改革向市县倾斜

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曹存正希望国家关注税收分成比例问
题，能够将分成比例向市县两级倾斜。

“现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市县两级财政实力还是相当薄弱
的。”曹存正表示，一些基层政府想为老百姓办点事情，例如建设
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投资较大的城市配套设施，但因为财力有
限往往办不成。特别是营改增环境下的地方税收缩减，可地方
财政在支出方面，却因为工资和养老金的支出，还有一些民生实
事的办理也会使支出增加。

“收入减少，支出增多，这就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
力。”他建议，国家在财税体制改革上，向地方倾斜，特别是在税
收分成比例方面向地方倾斜。

“拍胸脯”保证漯河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生命线”，食品安全问题大如天，既是老百姓关
心的问题，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抓好食品安全是各级政府的本职工作，曹存正表示，作为
食品名城的漯河，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包括双汇在
内的全市上千家食品企业，都把食品安全当作‘生命线’，如果
食品安全和质量出了问题，不仅百姓会受到损失，漯河的经济
也将不堪承受。”

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曹存正认为从政府层面来讲，要承担好
监管责任。“我敢说我们漯河的食品是安全的，你们可以直接把
这句话写到报纸上。”曹存正表示，就漯河而言，为保证食品安
全，必须做到食品原料来源的基地化，产品生产标准化，市场流
通监管常态化，这“三化”保证着漯河的食品安全。建议加大粮食主产区财政

支持力度。2015年我们出现了
粮食（小麦、玉米）增产不增收
的问题，这当然有农民本身的
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各级领
导和科技人员在引导、指导农
民科学种植上，存在很大的问
题。这就要求加强农林科技创
新。一是科技人员的创新，二
是各级政府人员和相关管理部
门的创新，三是生产经营者的
创新。另外，要加强基层农技

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相关
人员待遇，促进高素质人才向
基层倾斜。

建议整合科研力量，建立
育、繁、推一体的科技推广体
系。种子，不仅是农业最基本
的生产资料，也是农业科技创
新的核心载体。种业科技基础
强，产业创新却不强，关键就在
产学研脱节。要构建由政府引
导，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种
子企业构成的种业科技创新组

织体系，建立由种质创新、良种
繁育、种子繁育、技术推广构成
的种业全产业链科技支撑体
系，以及健全由种子生产、种子
加工、种子服务组成的种业保
障服务体系，改变我国种业科
技强，产业却不强的现状。

应建立耕地质量监测体
系，加快土地污染防治立法；倡
导精准用肥，改善土壤结构，提
高种植水平。可适度考虑中原
地区的休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