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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12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老兵参加纪念

活动。
当天是珍珠港事件74周年纪念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舰载机和潜艇偷袭珍珠

港美军基地，击沉炸毁美军约20艘舰船、188架军机，
导致美方2403人丧生、1178人受伤。次日，美国对日本
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据新华社１２月８日电 印度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
拉杰９日将与巴基斯坦方面举行对话。这是印度外长３
年来首次访问这一邻国。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斯瓦鲁普在微博客网站
“推特”上发布留言说，斯瓦拉杰将率领一个印度代
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巴基斯坦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顾问萨尔塔杰·阿齐
兹说，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他将与斯瓦拉杰
会面。“这是良好开端，（两国关系）僵局在一定程
度上已被打破，”他说。

印度外长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是２０１２年，时任外
长为Ｓ·Ｍ·克里希纳。

印度外长３年来

首访巴基斯坦

据新华社１２月８日电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
３３个国家和地区７日联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反对日
本不顾国际法院禁令、强行恢复南极海域捕鲸活动。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当天在一份联合声
明中说，澳方正考虑就日本恢复捕鲸采取进一步法律
行动。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在声明中说，新西兰驻日本
大使马克·辛克莱尔７日代表３３个国家和地区向日本政
府递交一封外交信函，就日本强行恢复南极海域捕鲸
活动表达“强烈”抗议。

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外，这３３个国家和地
区还包括墨西哥、南非以及一些欧盟成员国。按约翰·
基的说法，他们认为，身为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日
本应当“尊重这一委员会的程序及其科学机构提出的
建议”。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去年３月裁定，日本的南
极捕鲸活动并非出于“科研目的”，应当停止。

日本恢复南极捕鲸惹众怒

３３个国家和地区抗议

要脱贫，就要花钱。让全国７０００多万贫困
人口脱贫，未来五年所需资金至少以千亿元
计。

日前，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投入力度，要同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

在脱贫攻坚的宏大目标之下，无论怎样增
加投入，资金总是有限的，“宝贵的弹药”容不
得一丝浪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做到

“六个精准”，其中之一就是资金使用精准。
扶贫资金到底该怎么花，才能真正用到

“刀刃”上？

全国扶贫每年花多少钱？

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我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从２７２亿元增长到４３３亿元，年均增幅达
１８．１％。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又增
长至４６７．４５亿元。

省级层面扶贫投入也相当可观。如河南，
今年中央投入河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０．６９２５
亿元，省本级预算投入财政扶贫发展资金
５．２４３４亿元，大约相当于中央投入的1/4。如果
以此比例推算，全国３１个省份本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就达１１０多亿元。

这意味着，仅在２０１５年，中央和各省区市
就至少投入了近６００亿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
扶贫开发。

这远非全部。除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外，各行
业部门也有数量庞大的扶贫资金。据不完全统
计，“十二五”以来，河南省累计向贫困地区投入
社会事业资金超过４８３亿元，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超过５０５亿元，农田水利、安全饮水等农业资金
超过１５０亿元，以工代赈资金超过２０亿元。

也就是说，仅河南一省，平均每年行业扶
贫资金就不低于２３０亿元。粗略计算，每年我国
投入扶贫开发的专项资金和行业部门资金高
达数千亿元。

钱多责任重，容不得一丝马虎。

钱怎么花，谁说了算？

同是花钱，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
果？关键在于钱怎么花谁说了算。镇里有钱难
花，如果上级听听下面意见，决策更符合实际，
尴尬不是不能避免。

我国传统的扶贫模式是，上级做规划，下
面来实施，县里等省市安排，乡、村等县里安
排。现在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了县一级，县
里有了决策权，但乡、村还在等安排。

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扶贫办１３个编
制，其中３个人因病等原因长期没法干活。记者
采访时，正碰到一半的人出去打扫卫生。原来
当地要“创卫”，每个部门都承包了一个路段的
卫生，每周有３天得派人去扫大街。

１０个人要负责全县好几万贫困人口的脱
贫规划、好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分配，时不时
还得接些不相干的活儿，如何能保证这规划做
得科学、精准？扶贫部门自己也抱怨人少事多，
权轻责重。

这就难免出现规划同实际脱节的情况。
２０１０年，贵州镇宁县马厂乡政府等４个单位组织
实施的刺梨种植、核桃种植等项目，由于前期论
证未考虑当地气候、土质等条件，项目效果不
佳，造成损失３３７．２３万元；２０１０年，甘肃西和县扶
贫办安排１０万元用于某村文体中心项目建设，
由于规划不合理，文体中心建成后即被拆除。

也许规划总会有一定程度的误差，“资金
使用精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杜绝这类误差。

资金“睡觉”，谁能“唤醒”？

２０１４年，山西省预算对扶贫龙头企业及产
业支撑项目贴息贷款只用出去了一半：８８７７万

元贴息资金，下达了４３５０万元，一半趴在账上
没用出去。

这边钱花不出去，那边扶贫企业想用钱却
用不上。

也是在２０１４年，山西扶贫办成功为百企千
村产业扶贫项目太原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和
太原市本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了１．１５亿
元的私募债券。“我们在申请发行私募债的时
候，扶贫部门承诺要为我们争取贷款贴息政策
优惠，但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发行债券１年多了，
贴息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双合成食品财务总
监戴海亮说。

那边扶贫部门也委屈。“一方面政府的预
算贴息资金用不出去，另一方面类似于私募债
等金融扶贫创新形式却得不到国家政策支
持。”山西省扶贫办产业站站长赵俊超说。

按现行规定，只有银行贷款这样的“正规
军”才能享受贴息，私募债券这样的“野路子”
只能靠边站，数千万元扶贫资金则继续趴账上

“睡觉”。
为什么会这样？这同西部那个镇２００多万

扶贫款费了好大劲才花出去有“异曲同工”之
处，都是扶贫资金使用规划同现实存在脱节，
只不过，一个结果是用非所需，一个结果是需
非所用。

这不是个别现象。河南省审计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年９月底，５３个县结存扶贫资金１８．１９亿
元。贵州省２０１４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由于项目

选择不优、项目技术培训和服务不配套等原
因，有１．７４亿元扶贫项目实施效果较差。另外，
２０个县有７．９６亿元扶贫资金闲置６个月以上，
其中，１．９２亿元资金闲置２年以上。

怎么办？不论哪一层级的决策者，都要善于
倾听民意、善于因地制宜，不要纸上谈兵、墨守
成规。扶贫资金的使用，不是上级说了算，也不
是贫困户自己说了算，而是大家要商量着来。

知易行难。这需要上级的信任、放权，需要
下级的担当、创新，需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制
度的严密性，需要让实施者轻装上阵，又无隙
可乘，要做到，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关键是提高决策水平

记者梳理全国各省份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１００
余份审计报告发现，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并不
少见，有些企业以“编造虚假合同”“虚列项目”

“重复申报项目”等形式骗取扶贫资金；有政府
部门把扶贫资金用于请客、送礼、接待，甚至旅
游、买车、盖楼的。

这些被揪出来的违规、违纪案例五花八
门，令人痛心。

河南审计发现，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中等职
业教育“蓝领班”培训贫困学生７．４４万人，有近
半数属于编造虚假身份和培训信息，套取扶贫
资金近亿元。

对此，河南省审计厅厅长刘荃说，省扶贫
办委托３家会计师事务所对涉及的１４１家培训
基地的３７１２０名“蓝领班”学员进行了核查。截
至目前，已责成相关市县收回１０家培训基地套
取的补贴１８０．４万元。

同时，河南省扶贫办还撤销违纪违规的２７
个培训基地的培训资格；处理扶贫部门相关责
任人７人、培训基地主管及工作人员７０人。

从各地反馈的信息来看，很多扶贫资金
“苍蝇蛀虫”正在被清理。而提高扶贫投入的决
策水平，比“拍蝇清蛀”更关键。

若把贫困比作一场病，那扶贫资金就是源
源不断注入的“治疗针剂”。精准扶贫，不仅要确
保“针剂”注入“病体”，还要确保“针剂”以正确的
方式注入合适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疗效。

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就像把“针剂”偷走，或
让“针剂”短斤缺两，只要制度严密，监督到位，是
相对比较容易发现和杜绝的。而“针剂”用得到
不到位，就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和判断了，等到发
现时，往往钱已经花出去了，连亡羊补牢的机会
都不多了，这才是对“精准”最大的威胁。

明洞易补，暗穴难防。用到容易，用好难，
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资金精准使用的
要求，还有不少路要走。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８日电）

“宝贵的弹药”容不得一丝浪费

千亿扶贫资金到底怎么花？

12月8日，在江西都昌县徐埠镇铭埠园特色农业开发公司示范基地，农民在采摘栝楼。该
公司吸收69户贫困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投资，优先聘用近百名当地贫困农民。

近年来，都昌县采取“公司+贫困户”的方式着力推进特色种植精准扶贫，通过扶持600余个
特色农业项目，帮助贫困户从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中增加收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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