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 日上午， 参加鹤壁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代表在认

真听取市长魏小东作《政府工作报告》。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去年财政的钱花在哪儿？ 今年钱怎么花？

今年预算支出大头还是民生

2011 年， 我市财政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2012 年财政的钱又准备如何花？ 3 月 1 日上

午，市财政局受市政府委托向鹤壁市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书面提交了《关于鹤壁

市 201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2 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1 年，全市财政共花了

74.2 亿元，民生方面，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

障支出最多。 2012 年的市级预算，民生项目中

教育预算支出最多，文化体育与传媒预算支出

增速最快。

去年全市财政总支出 74.2 亿元

2011 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 43.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9.4 亿元，增长 27.5%。

去年我市花了多少钱？ 报告说，全市支出

预算为 76.1 亿元，实际完成 74.2 亿元，比上年

增加了 15.1 亿元，增长 25.6%。

报告中列出的重点支出项目中，教育支出

14.5 亿元， 增长 54.1%； 住房保障支出 11.8 亿

元， 增长 69.5%； 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 8.4 亿

元， 增长 28%； 医疗卫生支出 5.6 亿元， 增长

31.5%； 公共安全支出 3.8 亿元， 增长 14.1%。

其中教育支出额最大， 住房保障支出增速最

快。

今年预算支出大头还是民生

今年，市级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 报告称，

2012 年市级总财力是 13.7 亿元， 比 2011 年预

算增加 1.8 亿元。 支出安排情况是： 基本支出

6.8 亿元， 比 2011 年预算安排增加 8061 万元，

增长 13.4%，占总支出额的 50%。

主要民生项目中， 支出增长最多的是教

育、农林水事务、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

运输、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节能环保、

住房保障等民生项目。 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 3332 万元，增加 1028 万元，增长 44.6%；教

育支出近 3 亿元，增加 6842 万元，增长 30%；农

林水事务支出 4512 万元，增加 638 万元，增长

16.4%；科技支出 1279 万元，增加 180 万元，增

长 16.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 亿元，增加

1112 万元，增长 7.5%。

2012 年市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12%，教

育、科技、农林水事务等法定支出预算增幅均

高于经常性收入增幅。

民生方面准备做些啥？

促进住房和社会保障工作。 强力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 加强资金监管和住房分配使

用管理，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扩大农村危房

改造范围， 提高财政补助标准。 支持实施积

极的就业政策， 大幅增加小额担保贷款财政

贴息， 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村转移劳动

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支持完善覆盖城乡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参保率。 支持城市公立养老公寓建设。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补助标准分别增

加 20 元和 15 元。 农村五保对象集中和分散

供养标准分别由 2240 元、1320 元提高到 2500

元、1500 元。 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落实好城乡低保对象、

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等补助政策。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 围绕落实教育规划纲

要，多渠道筹措财政性教育经费，加强市县区

财政教育投入的分析评价，确保实现省确定我

市的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目标。 落实

促进学前教育发展政策措施，支持城乡学前教

育加快发展。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继续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新区优质教育

扩容，积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问题。 促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支持职

教园区和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推动职业教

育发展。

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 继续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积极推动各项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相互衔接， 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200 元提高到

240 元， 并适当提高报销水平。 全面推进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支持村卫生室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 探索符合实际的公立医院改

革模式。 完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和医药

费用支付制度。 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保障机制， 继续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和重大传染病防治。 加大医疗救助投入力度。

支持文化建设。 设立文化发展资金，增加

财政文化投入，建立健全财政文化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 推进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 继续实施各项文化惠民工程，研

究建立艺术中心运行机制。 增加农村文化建设

资金投入，促进乡村文化活动广泛开展。 加大

重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大

运河申遗和浚县古城保护建设开发。 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支持办好第四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

节，着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 落实扶持政策，加

快文化体制改革创新。

宾馆热情服务两会代表委员

晨报讯（记者 马珂）2 月 29 日下午，淇河宾馆迎宾

大厅内举办的“猜谜”活动，吸引了诸多政协委员驻足。

据了解，为丰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文化生活，两会

驻地宾馆的工作人员为我市两会能够顺利召开，提前做

好准备，以热情的服务迎接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到来。

“服务人员热情的服务，令我备感温暖，作为鹤壁市

政协委员，我感到自己同样应该服务于人民。 看着服务

人员这么辛苦、这么热情，让我更加感到了自己所担负

的责任。 ”一位政协委员告诉记者。

“为了让两会代表、委员们住得满意，我们的准备工

作要力争做得更好。 今年现场设置有猜谜活动，我们准

备了竞猜获奖的小礼品。 ”淇河宾馆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很热情， 让我有一种到家的感

觉。 ”一位市人大代表向记者谈起宾馆工作人员的服务

时非常满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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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张小娜

市政协常委冯奇：

淇河生态和文化保护同样重要

“我市提出的大新区建设是符合省委省政府创建中原经济区工作思路的

创新之举，是创造性的大手笔、大作为，是符合鹤壁人民利益的一大举措，具

有前瞻性，我举双手赞同。 ”2 月 29 日，市政协常委冯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

动地说。

冯奇说，在大新区建设中应注重淇河文化的保留和保护。 新区有不少建

筑是欧式风格，在大新区建设过程中要考虑保留和传承中国古典风格，体现

淇河文化和朝歌文化的传统魅力。

“淇河既是生态河，也是重要的文化河。 对淇河而言，生态和文化保护同

样重要，要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 ”冯奇说，保护淇河生态环境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对淇河的生态保护一直很关心，先后组织过四五次调研

活动。 对于淇河的生态保护方面，冯奇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淇

河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对淇河两岸村落和企业做好入户宣传。 第二，完善淇河

保护规划，可以征求社会各界的看法，充分汲取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

在对淇河保护进行规划时要有远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做到站得

高看得远。 第三，应当辩证地看待淇河生态的保护问题。 保护淇河不等于不能

开发淇河，对淇河开发不能一棍子打死，合理正确开发淇河，在搞好开发的同

时保护好淇河的生态环境。 第四，在保护淇河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要注意对淇

河文化的开发和保护。

政协委员牛建昌：

打击破坏淇河生态环境的

违法违规行为

“淇河文化源远流长。 毫不夸张地说，淇河就是鹤壁

人民的母亲河。 保护自己的母亲河，需要所有鹤壁儿女

共同努力。 ”2 月 29 日下午，政协委员牛建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深情地说。

牛建昌表示，保护淇河的生态环境，需要加大宣传

和教育的力度， 让大家都意识到保护淇河要从自己做

起，严厉打击破坏淇河生态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淇河

动植物生态多样化，共同维护淇河绿化。 有关部门也可

以在节假日和周末，组织志愿者到淇河沿岸监督、劝阻

破坏淇河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 对于那些电鱼毒鱼、滥

捕滥捞的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予以制止。

谈到鹤淇一体化建设，牛建昌说，淇县，古称朝歌，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里人

杰地灵，英才辈出。 正在实施的鹤淇一体化建设，把生机

勃勃的鹤壁新区和底蕴深厚的朝歌文化融为一体，是大

战略大手笔。 在进行大新区建设时要多考虑学校和医院

等服务民生的配套设施建设，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方便、

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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