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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三个人大”建设在基层

省产权交易中心
上缴滞留收入293.7万元

在省级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问题
中，目前，省产权交易中心上缴了滞留的
股利及利息收入293.7万元，注销了相应
的存款账户。对“徽盐连锁”直营店建设

项目支出效益不佳的问题，省财政厅责
成盐业公司认真查找原因，研究改进项
目经营管理措施，督促省国资委加强省
属企业预算支出的立项审核与绩效评价
工作。

此外，对少征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
目前基本整改到位。省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中心对欠缴保费的 10 家单位发出整
改通知书，8 家单位已补缴到位，2 家作
出了补缴承诺。省医疗保险中心调整了
缴费信息统计口径，对中断缴费问题进
行了全面核实，已会同地税部门督促相
关单位，按照规定续缴补缴相应保费。

15亿“问题资金”
还剩2单位1.4亿在整改

今年审计的 20 个省直部门和单位，
对审计整改工作普遍重视，基本做到了
能改即改、应改尽改。审计工作报告反

映的问题金额 15 亿元，截至今年 11 月
30 日，已整改落实 13.6 亿元，占 90.7%，
其中纳入预算管理和上缴财政 8 亿元，
调账处理 1.2 亿元，归还原渠道资金 0.1
亿元，其余 4.3 亿元，主要是预算和政府
采购管理方面原因造成的，如项目支出
预算执行进度较低、未按规定实行政府
采购等，相关部门已采取整改措施。有
关单位落实责任追究2人。

“正在整改的问题金额 1.4 亿元，主
要是省委党校有关房产的权证办理、省
科技厅已拆除房产的核销，都需要一个
过程”。戴克柱介绍道。

省文联所属4家协会
未经批准出国考察

在执行财经法规制度方面，省政府
驻沪办收回所属招待所出借的账户及银
行印鉴，并对原账户收支情况进行了清

查。省社科联所属《学术界》杂志社已收
回账外结存资金 13.1 万元，先期追回借
出资金20万元，剩余27万元要求当事人
限期归还。

省文联对所属 3 个协会设账外账等
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责令追回了私存
资金及获利款项，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
予警告、通报批评处分。在“三公”经费
和会议费管理方面，省科技厅要求所属
单位严格执行“先预算、后执行”的规定，
确因工作需要临时安排的出国（境）公
务，必须按程序申请调整预算。省统计
局将预付的会议费结余资金追回上缴省
财政。省文联对所属 4 家协会未经报批
组织出国考察活动的问题，予以通报批
评，按规定将所属单位处级以上干部因
私出国（境）证件集中保管，严控擅自出
境。省社科联所属《学术界》杂志社已追
回公款报销的因私出国费用。

300多亿元土地出让金为“森林氧吧”让路

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树隆：

适时推出简政放权清单的“升级版”

审计出15亿“问题资金”，已整改13.6亿

12月17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上，省审计厅厅长戴克柱作了“关于2014
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整改
情况的报告”。其中，今年在20个省直部门单位
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的15亿“问题资金”，截至
11月30日，已整改落实13.6亿元。还剩省委党
校、省科技厅两单位1.4亿元，因相关权证办理需
要一个过程，正在整改中……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星报讯（汪秀祥 星级记者 俞宝
强）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在池州采访时获悉，该市用人大工
作的智慧和担当托起了美丽池州“生
态梦”。就是该市人大创新行使重大
事项决定权的一个成功范例——一
项“大会决定”诞生一个“城市氧吧”！

池州湿地森林公园，一直以来被
房地产开发商奉为“风水宝地、黄金
地块”。该地块土地平整，生态优良，
而且拆迁成本极低。如果将此地块
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当时至少能带来
300 多亿元土地出让金。这对一个

“家底”相对薄弱的小城市来说，无疑
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大蛋糕”。这
片土地是卖还是不卖？要生态环境
还是要眼前利益？是看重当前还是
放眼长远？时任池州市的决策者陷

入了“两难”的境地……
针对这两种声音，2010年底，池

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会同市政
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
研。最终建议：为了池州长远发展，
该地块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应根
据地块的特点，因地制宜建设湿地森
林公园，为城市增添一个“森林氧
吧”。

功成未必在我任，一任接着一任
干。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池州人
的“生态梦”更加清晰、更加明朗。自
2014年9月获得“国家第二批低碳城
市试点”的称号后，“国家绿色生态示
范城区”、“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
居环境奖”等花落池州，今年该市又
成为首批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12 月
17 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树隆作“关
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情况的报告”。面
对省人大“下放职权事项多是‘给群众端
菜’领域，‘让群众点菜’领域下放权力的
较少……”的调研报告，陈树隆表示：“继
续大力推进简政放权，适时推出清单的
升级版”。

今年10月起，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组，分赴亳州、宿州、六安、芜湖等多地，对
我省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涉企收费清单的
推进及落实情况实地调研。调研报告显
示，我省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工作上，采取
了多种好的方法，创新举措，取得了积极进
展和明显成效。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承接落
实国务院取消下放权力事项，多是涉及对
政府‘端菜’领域，而对于群众‘点菜’领域

较少涉及，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更为精准、
更加精细确定改革重点的措施和路径还
不够”。记者在报告中了解到，一些下放
到市县的行政审批事项，由于信息平台不
兼容，业务系统接口不衔接，相关审批服
务未跟上，导致短时间内难以落地。受基
层人员力量、技术支撑以及业务水平等诸
多因素制约，一些下放事项出现承接难问
题，也降低了群众对改革成果的获得感，
特别是县级工商、质检、食药监三局合一
后，人员配置和资源还没有完全融合。

针对一些问题，陈树隆在会上表示：“尽
管我省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方面做了一些
工作，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与人民群众的期待
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下一步，将利用人大调研成果，大力推进简政
放权，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
务到位”。其中，将完善清单体系，适时推出
清单的“升级版”，动态调整清单内容。

省审计厅厅长戴克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