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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去年“三公”经费支出下降15%
一般公共预算中民生支出占比79%

□ 本报记者 赵君

7月23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于晓明作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此次执法检查共检查企业7721家，查出问题隐
患14038项。对查出的问题，均以市为单位拉出清单，现场交
办，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

报告指出了我省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六大问题。
法律责任落实、制度体系建设、普法宣传培训等方面存在不

到位问题。政府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地
方和单位存在实际工作与法律实施“两张皮”问题，安全生产
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逐级递减，“上热、中温、下冷”现象比
较突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应该
履行的法定责任和义务认识不清，部分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不
主动、不自觉，管理粗放，甚至个别企业仍在“带病作业”。
配套法规制度不健全、标准体系不完善，除个别市外，大部分
市还没有从当地产业特点和安全需求出发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
规。普法责任不落实，存在搞形式、走过场倾向。安全知识培
训不到位，部分企业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被动开展安全知识培训
和考核，工作浮于表面，培训内容和方式与岗位实际需要脱
节，部分员工防范事故和救援逃生知识比较淡薄，违规操作等
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

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频繁发生，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突
出。2017年，全省发生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分别占全部生产安全事故的81 . 9%和73 . 1%。从事故分析来
看，城乡接合部、城镇乡村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总人数一半
以上。这些道路建设标准低，缺少必要的标识标线，一些路段被
集贸市场占用，交通安全隐患很大。

低速电动车安全监管亟待强化。一是乱停、乱行、闯红灯，
给交通秩序带来严重影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二是充电线路乱
拉乱扯，存在大量火灾隐患。我省大部分老旧小区没有设置集中
停放和充电场所，一些新建小区也未进行相关规划设计，低速电
动车绝大多数没有专门的停车位置和充电设施，由此引发的火灾
事故每年都有发生。三是产品无标准，安全性能差。目前，国家
还没有低速电动车的产品标准，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

水上交通和渔业事故多发。我省海域辽阔、渔船众多，每年
都有较大或重大海上交通或渔船事故发生。一是违法违规运输砂
石问题严重。近年来，砂石需求量大，受利益驱使，一些低标准
船、内河船违法违规从事沿海砂石运输，极易发生沉没、搁浅、
碰撞等事故。二是违法违规出海作业屡禁不止。一些渔船在休渔
期违反规定擅自出海，为逃避监管，关掉定位和雷达系统，加上
夏季恶劣天气较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三是商船渔船相撞事故
频繁发生。

加气站和液化气使用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我省有加气站
约780座，安全管理压力很大。有的加气站随意给不符合充装要
求的居民液化气钢瓶加气，有的加气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但仍然
“带病作业”。随着“煤改气”，液化气使用越来越广泛，但企
业和群众对燃气风险认识不足，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亟须强
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认识不到位，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未能对企业实施有效指
导和督促。企业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存在应付思想，管控措施缺
乏针对性，不能达到双重预防的应有效果。

针对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报告提出了建议：坚持党政同
责，切实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增强普法
工作针对性、有效性；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倒逼企业落实法定主
体责任；强化防治关口前移，加快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坚持
问题导向，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大力发展安全技术咨询服
务，着力培育安全服务新业态、新动能。

检查企业7721家

查出问题隐患14038项

执法检查报告直指

我省安全生产六大问题

2017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

13县28个产业扶贫项目建成后闲置
□ 本 报 记 者 赵 君 赵小菊

本报通讯员 郑茂霞 韩苗苗

7月24日，受省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
长孙成良向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作了《关于山东省2017年度省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转移支付分配存在薄弱环节，部分转
移支付资金下达不及时，有157 . 08亿元转
移支付资金未按规定提前分解下达到市
县；52 . 45亿元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34 . 61
亿元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未按规定时限下
达。税收征管不够严格，少征或多征税款
问题仍较普遍，截至2017年底，7个市和
148个县、开发区地税部门，少征2185户纳
税单位税费14 . 84亿元，多征50户纳税单
位税费4087 . 18万元。

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审计发
现，9个部门和8个二级单位存在随意调整
会计科目、虚列支出等问题，涉及金额

5955 . 41万元；4个部门和5个二级单位少
计或多计资产，涉及金额2 . 03亿元。4个
部门和6个二级单位的22个项目未编制政府
采购预算或执行中未实行政府采购，涉及
金额2595 . 43万元。3个部门部分办公用房
闲置；5个部门和1个二级单位无偿出借办
公及业务用房；2个二级单位应收未收房租
245 . 25万元。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不严问题依然存
在。6个部门和3个二级单位管理制度不健
全，未对公务接待标准、一会一结算等内
容作出明确规定；个别单位制定的差旅费
管理办法中，县处级领导干部出差乘坐交
通工具的等级，高于国家规定标准。9个部
门和4个二级单位在党政机关定点饭店召开
的170次会议，未按政府采购确定的协议价
格结算费用，多支付住宿费、伙食费等
75 . 41万元；3个部门和2个二级单位的9次
会议违规在非定点饭店或外地召开。2个部
门和1个二级单位违规发放稿酬、津补贴等

96 . 3万元；4个部门和11个二级单位违规
支付应由职工个人承担的报刊等费用
15 . 47万元；1个部门和4个二级单位违规
多报销出差补助1 . 77万元。

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发现，因国有困
难企业无力缴纳保险费、改制企业历史遗
留问题等原因，截至2017年6月底，89个市
县34804家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欠缴52 . 69亿
元。由于社保经办机构履职尽责不到位，
未及时掌握相关信息，99个市县继续向已
死亡人员发放养老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等2492 . 01万元，涉及10110人。因跨地
区、跨险种之间参保信息不互通等原因，
93个市县11960人跨区域或跨险种重复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重复领取养老金4372 . 56
万元。审计期间，各地已将有关问题线索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补缴保险费1288 . 01
万元，追回资金1726 . 4万元。

对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跟踪审
计，发现48个市县的304户家庭，通过隐瞒

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或在已享受住房保
障待遇的情况下重复申报等方式，违规享
受住房171套、货币补贴18 . 51万元。7个
市县的126套保障性住房被挪作他用。11个
市县的4515套保障性住房，由于前期建设
手续不全、消防环评专项验收未通过等原
因，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超过1年以上。

扶贫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方面，组织
对40个县进行了集中审计调查，抽查了82
个乡镇和411个村，对1054户家庭进行了入
户核实，对701个扶贫项目进行了现场调
查。发现28个县1819人违规享受扶贫政
策；6个县2 . 53亿元资金拨付不及时，有
的县还存在公款私存和白条报销扶贫资金
等问题；13个县28个产业扶贫项目建成后
闲置，16个县148个项目无收益或收益率
低。各地对发现问题逐项整改，纪检监察
机关和组织部门已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
位进行了问责处理。

□记者 赵君 姜宏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4日讯 今天，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省财政厅
厅长刘兴云报告了我省2018年上半年预
算执行情况。今年1－6月份，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3671 . 13亿元，完成预算的
57 . 1%，比上年同期增长8%；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5 3 8 9 . 8 6亿元，完成预算的
56 . 8%，增长9%，财政收支均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

1－6月份，全省税收收入2726 . 66
亿元，增长14 . 4%；非税收入944 . 47亿
元，下降7 . 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上升到74 . 3%，为四年来同期
最高水平。其中，新兴产业税收增长较
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税收，前6个月分别增
长39 . 2%、26 . 2%、25 . 5%，反映出新旧
动能转换初见成效。

上半年成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42亿
元，全省96%的存量政府债务已被置换
或偿还，每年可节省地方利息支出420多
亿元。

我省还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将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提高
到20%。

上半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8%

新兴产业税收增长较快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4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年第10

号台风“安比”于7月23日12时由临沂地区进入我省境内，受
其影响，青岛、东营、潍坊、日照、临沂等市出现大到暴雨并
伴有大风，最大点雨量出现在日照户部龙潭沟232 . 5毫米。青
岛、东营、潍坊、日照、临沂、滨州6市27个县（市、区）的
149个乡镇（街道）不同程度受灾。

受台风影响，青岛的蓝莓、西瓜，潍坊的瓜果、大姜、黄
烟、地瓜、芋头，日照、临沂的黄烟、玉米、花生，潍坊、东
营、滨州的棉花、玉米等经济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日照、临沂、
滨州部分地区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树木被吹倒。截至24日16时统
计，全省65 . 37万人受灾，1人因灾死亡（死亡地点：日照市岚
山区，死亡原因：树木倒伏砸塌房屋），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04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 . 26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3 . 36万公顷，
绝收面积4280公顷；倒塌房屋244间，严重损坏房屋389间，一般
损坏房屋1259间；直接经济损失3 . 54亿元，其中农业损失2 . 73
亿元。

灾情发生后，灾区各级党委、政府立即行动，组织民
政、水利、气象、农业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深入受灾乡村核
查灾害损失情况，组织群众开展抗灾减灾和生产自救，努力
降低灾害损失。目前，台风“安比”已移出我省境内，大风
明显减弱，强降雨基本结束，省防总于7月24日9时终止防汛
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各项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灾区群众
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全省6市遭受台风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3 . 54亿元

家风不端充当腐败堕落“催化剂”
———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韩晓光涉嫌受贿案警示

□ 本 报 记 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李 明

7月23日至24日，由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韩晓
光涉嫌受贿犯罪一案，在济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起诉书指控：2006年至2017年1月，被
告人韩晓光利用担任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
局局长和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职务便
利，为8个单位或个人在房屋租赁、土地使
用权出让、工程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
谋取利益，其本人或通过其妻子收受他人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85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韩晓光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控最大一笔受贿479万余元

韩晓光，1961年12月生，烟台莱州人，
1982年12月进入济南市园林管理局工作。
2002年6月起，先后任济南市园林管理局（后

更名为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局长；2012
年3月任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随着法庭的审理，韩晓光涉嫌受贿犯
罪的相关事实逐一呈现。

2012年夏天，山东某实业公司董事长
吕某某与某单位合作开发房地产，为了获
得开发地块，请韩晓光帮忙协调相关地块
使用权。韩晓光一面让吕某某办理上报手
续，一面安排相关人员关注此事。

该地块临近摘牌时，合作单位与吕某
某产生分歧，想换另一家开发商。韩晓光
当即让人转告该单位：“如坚持换开发
商，这块土地就先停牌，谁也拿不到；双
方都各退一步，让吕某某拿到这块地最
好。”最终，双方谈好，继续合作，吕某
某以挂牌底价拿到了这块地。

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至2016年，韩
晓光曾8次收受吕某某所送的67万美元、30
万元人民币及价格昂贵的两枚钻戒，共计
折合人民币479万余元。这也是起诉书指控
韩晓光最大的一笔受贿。

办案人员介绍，韩晓光收受这些贿赂，
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为吕某某公司在景区
房屋租赁、建筑经营酒店、开发房地产选地、
用地、返还中标土地竞买保证金和解决小区
超容积、超规划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

面对请托

一般以“试试看吧”等答复

陕西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赵某某与韩晓

光妻子小时候是邻居。2008年开始，赵某
某便经常到韩晓光办公室或家里聊天，不
时提出希望承揽一些园林方面的工程。

证据显示，赵某某在韩晓光及其妻子
的帮助下，相继承揽了大明湖夜景亮化、
济南市环城公园环境提升及东护城河通航
和丘山破损山体治理等工程。

检察机关指控，韩晓光对赵某某的帮
助，主要是在工程招投标、施工及工程款
拨付过程中，给相关领导和基建负责人推
荐或打招呼，让他们多关照赵某某的公
司。

与此同时，赵某某则不停地给韩晓光
送钱送物。当庭出示的证据显示，2009年
7、8月，2012年2月初，2012年5月，2013
年春节前和2013年3月，赵某某分别在韩晓
光妻子办公室、家里、出差酒店等地点，
送给韩晓光家庭大量财物，共计155万余
元。

办案人员介绍，韩晓光和妻子面对他
人的具体请托时，一般以“试试看吧”
“我先问问”等答复，对方则说“谢谢局
长”“不会忘记”。相关证人证言证实，
其实双方心知肚明，“你帮我拿到工程、
要回工程款，我就会给你好处费表示感
谢”。

被控36次受贿

其妻直接收受31次

庭审中，韩晓光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

犯罪事实提出异议，坚称自己为他人推
荐、帮助、协调等，是作为局长的职务行
为，是正常工作。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韩晓光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韩晓光妻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

辩护人提出，韩晓光除对少数几笔收
受事实知情外，其余均是其妻子收受，韩
晓光本人并不知情。这成为庭审辩论的焦
点之一。

韩晓光被指控的36次受贿中，由其妻
子直接收受的就有31次，数额也占到韩晓
光受贿总数的93%。

公诉人指出，韩晓光的妻子本身不具
有帮助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职务便利，若收
受贿赂后不告诉韩晓光，不转达请托事
项，行贿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其
送钱送物。

公诉意见指出，韩晓光放松世界观改
造，理想信念动摇，是其走向违法犯罪的
根本原因；公仆意识不强，法纪观念淡
薄，是其走向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家
风不端，默许、纵容亲属收受财物谋取私
利，在其走向腐败堕落的过程中充当了
“催化剂”。

韩晓光在最后陈述中表示，由于自我
要求不严，疏于家庭管理，违反了党纪国
法，自己深感内疚、非常痛心，对不起组
织多年的培养，对不起帮助自己的人，对
不起家人，自己真诚认罪、悔罪。

本案将择期宣判。

□记者 赵君 姜宏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4日讯 今天，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省财政厅厅长
刘兴云受省政府委托，报告了2017年全省财
政决算和2018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0164 . 55亿元，其中当年收入6098 . 63亿
元，相同口径比上年增长6 . 6%；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总支出9758 . 9亿元，其中当年支
出9258 . 4亿元，增长5 . 2%。财政支出结构
持续优化，全省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支出36 . 01亿元，比上年下降15 . 0%。
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1131 . 96亿元，完成预算的104 . 6%，
比上年增长14%；住房保障支出309 . 89亿
元，完成预算的112 . 7%，增长24 . 6%；科
学技术支出1 9 5 . 7 7亿元，完成预算的
117 . 9%，增长17 . 2%。

各级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更
加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去降
补”取得积极进展，去年省级筹集资金
17 . 22亿元，推动压减粗钢产能527万吨、
生铁产能175万吨、煤炭产能352万吨。支
持创新驱动取得积极进展，持续加大科技
和人才投入，实施重点研发和“小升高”
助推计划，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300
家，比上年增加1608家。

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
进展，补贴资金重点向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农业倾斜，初步建立起以绿色生态
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推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去年省对下转移支
付2079 . 24亿元，通过完善生态补偿、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激励和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等，提高了基层财政保障能
力，促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去年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7319亿
元，占比上升到79%。脱贫攻坚方面，去
年全省财政投入扶贫开发资金157 . 6亿

元。加快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脱贫迁建，及
时下达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16 . 87亿元。

生态环保方面，全省实现节能环保支
出236 . 84亿元，积极推进京津冀大气传输
通道城市冬季清洁取暖改造、泰山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国家试点示范
工程，促进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

基本民生保障方面，统一城乡义务教
育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支持“全面改
薄”和解决“大班额”问题，提高城乡低
保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标准
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推进农村
厕所无害化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我省还积极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有效落
实。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基础上，简
并增值税税率，将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小型
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
高到50万元，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初步统
计，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去年全省
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728亿元。大力清理规
范涉企收费，先后取消、停征、减征63项
中央和省级立项的政府性收费，并制定出
台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20条政策措施，建
立起减费降负长效机制。据统计，仅落实
新出台的减费政策，每年就可为企业和社
会减负140多亿元。

□CFP供图
受台风“安比”影响，日照出现大风和强降雨，造成市

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9758 . 9亿
元，其中当年支出9258 . 4亿元，增长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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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300家，比上年增加16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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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资金157 . 6亿元。加快推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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