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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减税降费超过原定
的近 2 万亿元规模、明年积极
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背景
下，12月27日闭幕的全国财政
工作会议传递出重要信息：面
对财政收支矛盾，明年各级政
府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的同时，要在过紧日子上更加
精打细算，确保每一分钱都用
在刀刃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

勤 俭 永 不 穷 ，坐 食 山 也
空。政府过紧日子年年提，但
今年格外不寻常。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坚持把该
减的税减到位，把该降的费降
到位，无疑可以纾解当前市场
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和难点，
但也加大各级财政收支压力；
同时，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还有脱贫攻坚、治理污
染等一系列重点支出需要保
障。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发扬好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开源
节流、增收节支、精打细算，执守简朴、
力戒浮华。

越是收支矛盾突出，政府越要带
头过紧日子。“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

“以收定支、量力而行”“该砍的要砍，
该减的要减”……今年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上反复强调的这些要求，
恰恰是各级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必须增强的共识。2019年中央
财政带头严控部门支出，明年
进一步压减相关开支势必更加

“动真格”；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也要比照中央做法，在今年已
压减基础上进一步压减一般性
支出，把钱都花在刀刃上。

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百
姓能过上好日子。明年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兜牢民生底
线是关键。各级财政部门要优
化支出结构，把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等基本民生支出放在
优先保障的重要位置，围绕民
生大事急事难事，尽可能节约
地把每一份财力、物力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同时也要坚决取
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从严控
制新增项目支出，杜绝花公款
大手大脚现象，念好“浪费可
耻”的紧箍咒。

成由勤俭败由奢。政府过
紧日子，也要在精打细算中提升
财政治理水平。编制预算要实
事求是，支出安排要符合实际，
针对审计出的低效花钱问题对

症下药，唤醒沉睡的存量资金和资产，
优化营商环境涵养税源……这些基层
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表明，只要中央和
地方共下“一盘棋”，让政府过紧日子成
为科学理财的常态，财政治理水平就
能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更好护航
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特斯拉海外超级工厂首批汽车在上海交付特斯拉海外超级工厂首批汽车在上海交付
这 是 12 月 30 日 拍 摄 的 中 国 制 造

Model3首批员工车主交付仪式现场。
当日，特斯拉在其位于上海临港的第

一 个 海 外 超 级 工 厂 ，举 行 中 国 制 造
Model3首批员工车主交付仪式。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本报讯（张轩逸）近年来，我省
国防系统通过抓班组建设，进一步夯
实了企业管理基础，极大提升了企业
核心竞争力，在推动陕西军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据了解，我省国防系统有 30余
万名职工，2.3万多个班组。多年来，
我省国防系统各企事业单位把推进
班组建设作为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
重要任务，普遍建立了以单位主要领
导任组长，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的班组建设领导小组，实行人、财、
物全面支撑，战略、制度、考评三线管
控，培训、交流、引导协同促进，有效
形成了从组织领导到各班组上下共
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在班组建设中，全系统各级工会
紧紧围绕提升管理水平和提升职工
整体素质两大任务，分别从经济指
标、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成本控制、
管理创新等方面制定各项工作目标；
坚持定期召开班组建设推进会，总结
工作、部署任务、表彰先进，有力推动
了班组建设整体工作不断升级。

据悉，我省国防系统班组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近
年来，全系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班组 34个、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 29个、全国质量信得过
班组 21个；320余个班组荣获省级和集团公司授予
的工人先锋号等各种荣誉称号。45名班组长被评
为陕西省首席技师，33名班组长被评为省部级以上
劳模。18名班组长被评为陕西省“三秦工匠”，以劳
模班组长名字命名的班组已达 16 个。薛莹、徐立
平、杨峰、王飞桥、刘浩、肖春等优秀班组长在全行业
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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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秦岭各
处的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系统5000多名
森工人，响应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号
召，从白雪皑皑的大山、从莽莽苍苍的林海
深处走出，扔掉斧头，拿起锄头，从伐木工
转变为护林人，扛起了修复和保护秦岭生
态空间、发展新型林业产业的大旗。

21年，他们的付出与努力得到了丰厚
的回报——三秦大地林海起伏、重披绿
装。秦岭森林呈现系统性修复，森林质量
大幅提升，活立木蓄积达到4747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 96%以上；在陕西生态版
图上，“呈跪姿状秦俑的铠甲”已由土黄色
变为翠绿、苍绿色。

1953年，陕西省森林工业管理局（现陕
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成立，下辖宁西、太
白、宁东、龙草坪、汉西、长青六个国有林业

局。几十年来，陕西森工人
与新中国风雨兼程，他们踏
冰卧雪、人拉肩扛、战天斗
地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然而，1998年，随着国
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封锯停伐之后，
他们的发展路在何方？昔日的伐木能手也
曾一度消沉和迷茫。陕西省林麝良种繁育
基地负责人王涛动情回忆道：“那时，5000
多名森工人面临转型发展的问题。2000年
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人均收入不及
省人均收入的一半。”

转型绿色发展之路，说易行难。在痛
定思痛之后，陕西森工人走上了一条“破茧
成蝶”的绿色发展之路——依托林区优美
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陕西省森
林资源管理局通过实施五大生态工程、发
展四大富民产业、建设六大产业基地、启动
六大民生项目，推动全系统生态建设和产
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林业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建设产业化的发展之路，实现了“发展林
业产业、增加职工收入、稳定一线队伍、促

进天保工程”的既定目标。
从立足林区到走出国门，陕西省森林

资源管理局六大林区种植养殖、生态旅游
等生态产业不断发展。该局通过对产业
项目实行以奖代补，持续开展“产业发展
年”“品牌建设年”“质量提升年”“改革发
展年”等一系列活动，相继建立了高山蔬
菜、食用菌、中蜂养殖、林麝养殖、大鲵养
殖和林下种植养殖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了

“一局一品、一场一策、一站一业”发展格
局，至 2016年提前实现了产业产值和职工
收入翻一番的既定目标。

经过 21年不懈努力，陕西省森林资源
管理局已拥有宁西天华山、太白青峰峡、汉
西葱滩 3个国家级森林（湿地）公园，宁东
省级森林公园和龙草坪熊猫谷、太白黄柏
塬景区，横跨西安、安康、宝鸡、汉中 4市 8
县（区）。这些森林公园宛如一颗颗璀璨
明珠，镶嵌在林海深处。

巍巍秦岭，巍峨峻险，重峦叠嶂，景色
秀美。这是陕西森工人数十年如一日默默
守护的“结晶”，也见证了他们绿色发展的

奇迹。如今，六大产业基地中，食用菌和菌
种产销两旺，高山果蔬走向订单化生产，花
卉通过网络销售走向全国，中蜂养殖富了
职工，全省林麝良种繁育基地落户林区，宁
东旬阳坝、宁西朝阳沟和太白高山植物园
等森林康养基地已在规划建设之中。

绿满山川生态美。21年来，陕西森工
人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44 万亩，封山育林
448万亩，抚育森林 252万亩。目前其管辖
的秦岭林区700多万亩森林，是秦岭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地带。秦岭国家大熊猫公园
80%以上的区域都是原来的森工林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推动秦岭
由浅绿向深绿转变、由绿向美转变的同时，
陕西森工人也实现了转型发展的华丽转
身。据悉，截至 2018年年底，陕西省森林
资源管理局实现林业总值 9.5亿元，职工
年人均收入接近全省社会平均工资。今
年 11月 19日，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荣
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农林水利气象
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的第四届“中国林业
产业突出贡献奖”。 （肖杨 赵杨博）

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21年，5000多名森工人“破茧成蝶”

本报讯（郭军）12月 25日，记者从省
国资委获悉：省属企业通过结构调整、优
化主业、压减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
处置僵尸企业和剥离非主业资产等工
作，统筹推进亏损企业专项治理。2019
年，省属企业出清亏损企业 261 户，妥善
安置职工 5400 余人；扭亏企业 134 户、减
亏企业 135户。通过专项治理，全年减亏
金额合计 63.8亿元，亏损面和亏损额分别
下降了47%和40%。

截至目前，省属企业中共有840户亏损
企业被纳入专项治理范围，其中计划通过

破产注销、兼并重组方式出清 444户，计划
通过管理提升、战略培育方式，扭亏或减亏
396户，共涉及资产总额 3880亿元，负债总
额2849亿元，职工1.84万人。

今年 5月，省国资委制定《关于开展省
属亏损企业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
连续亏损、扭亏无望，低效无效资产、长期
闲置且无法转化为有效产能的资产，采取
出售、关闭、注销等方式，坚决“出清”；对不
符合主业发展方向的企业，釆取转让、重组
整合、关闭退出等方式，尽快“退出”；对符
合主业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品牌

价值和市场前景的亏损企业，通过重组整
合、改造提升、加强管理等途径，尽快脱困；
对处于战略培育期的亏损企业，加大市场
培育力度，尽快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省国资委将亏损企业治理作为年度重
点改革任务，每季度跟踪工作进展，不定
期在党委会上进行通报，并将治理成效纳
入省属企业年度目标责任综合考核，确保
了整体工作高效推进。

据了解，在 2019年亏损企业专项治理
工作中，延长石油、陕煤、陕投、陕汽控股、
西部机场、中陕核等企业治理成效明显。

其中，延长石油纳入治理范围企业 90户，
全年出清 11户、扭亏 9户、减亏 14户，减亏
额 22.8 亿元；陕煤纳入治理范围企业 94
户，全年出清 7户、扭亏 28户、减亏 27户，
减亏额 10.5亿元；陕汽控股纳入治理范围
企业 32户，全年出清 5户、扭亏 7户、减亏
3户，减亏额 5.85亿元。

通过“一企一策”专项治理，力争到
2020年年底，省属企业基本完成僵尸企业
处置和亏损企业治理，管理层级原则压缩
到三级以内，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下降
50%以上。

2019年省属企业出清亏损企业261户
妥善安置职工5400余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
据《人民日报》近日，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获悉：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日均新
设企业达到 2万户，再创新高，活跃度为 70%左右，市
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市场监管部门继续删繁就简、便民利
企，“证照分离”改革在 18个自贸试验区开展全覆盖
试点，基本实现企业开办不超过 5个工作日，133.9万
户企业通过简易注销退出市场。

安全状况进一步向好。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四个
最严”的要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全国共查处违法违
规案件24.6万余件，责令停产停业2604户。

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
件 61.9万件，反垄断立案查处 37件，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得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全国
12315平台上线运行，投诉热线基本实现“五合一”，
通过平台受理投诉举报 211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 4.5亿元。

近年来，宝
鸡市积极开展

“一河两岸”综
合改造治理和
渭 河“ 百 里 画
廊”建设，使生
态环境明显改
善。图为水鸟
在金渭湖中嬉
戏、觅食。

李世平 摄

本报讯（孙洁）12月 24日，记者从陕西省总工
会获悉：近年来，省总工会女职委紧紧围绕女职工权
益诉求，通过提升女职工素质、帮助女职工解决实际
问题、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等，使女职工合法权
益进一步得到维护。

深化女职工建功提素活动。近几年，女职委将
女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劳动竞赛融入全省工会

“追赶超越”主题劳动竞赛活动中，举办培训班、讲
座、流动课堂 10175期，参加人数达 39.07万人，提出
合理化建议 3000余条。

深化“女职工关爱行动”。女职委与困难行业、

困难企业、困难女职工建立帮扶关系，开展“双节”
送温暖和日常帮扶活动；持续开展以健康讲座、健康
体检、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险为保障的女职工健
康“三个一”活动，形成“课、检、险”关爱保护网。

着力解决女职工生育后顾之忧。2019年，女职
委在全省推出了一批母婴关爱室和爱心托管班。这
两项工作在全省各市、产业和基层工会中逐级推进，
各市、产业工会女职委也积极打造本级示范点。女职
委还开展婚恋教育和公益联谊等活动，在全省工会系
统举办鹊桥联谊活动15场，参与职工8500余人。

此外，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维权行动月等成为
女职委发挥维权作用的重要载体。截至 2019年 9月
底，全省共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或作为集体合
同附件）5.63万份，覆盖女职工 240万人。女职委还
以性别平等相关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开展知识竞赛
等活动，印发口袋书近万册，推动全社会形成性别平
等的良好环境；积极协调处理“怀孕排队”、生育待遇
不落实、孕期产期哺乳期解除劳动合同等侵犯女职工
特殊权益的问题，有力维护了女职工合法权益。

陕西省总工会全力维护女职工权益
■ 打造“健康讲座、健康体检、特殊疾病互助保险”关爱保护网
■ 在全省推出一批母婴关爱室和爱心托管班
■ 发挥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维权行动月的维权作用

■截至11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对象4333.5万人
■今年中石油探明油气地质储量当量18.4亿吨
■我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连续15年“双缩减”
■2019年全国消费预计将首次突破40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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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苏阳）12月 27 日，记者从全省
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获悉：2020 年，我省
将完善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做好先进
制造、社会民生、基础设施、高端能源化工
等领域重大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统筹用好
建设用地、环境容量、能耗等要素指标。2020
年初步安排省级重点项目 600 个、年度投资
4600亿元。

2020年，我省重点开工引汉济渭二期、三
星二期第二阶段、陕北至湖北输电工程及配套
电源、延长 50万吨煤基乙醇、隆基乐叶光伏
5GW组件等重大项目，力争建成龙成 1000万
吨/年粉煤清洁高效利用、神华榆林煤炭综合
利用一阶段工程等项目。省发展改革委将持
续扩大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规模，推动两批

551个补短板项目获得更多信贷支持，研究盘
活处置存量资产，推进“专项债券+市场化融
资”；谋划设立省政府投资基金子基金，着力提
升企业债券融资服务重大战略和薄弱环节的
能力。

在工业稳增长方面，我省将发挥能源工业
支撑作用，抓好煤炭产能核增和煤矿联合试运
转，推动王峰、西卓两处煤矿复工建设，加快大
海则等6处煤矿建设进度，争取10处在建煤矿
实现联合试运转（含试生产），力争 9处煤矿核
增产能 890万吨/年，全年增加有效产能 1200
万吨以上。省发展改革委将完善全省非能工
业重点项目库，梳理非能工业领域产值 10亿
元以上重点企业，建立企业运行动态监测机
制，强化要素调度，支持企业扩产促销。

陕西明年初步安排省级重点项目600个
年度投资46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