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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紧政府“钱袋子”，当好公
共资金“看门人”，一直是审计部
门的重要职责。

8 月 29 日 ， 受 市 政 府 委 托 ，
市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向市十六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作 了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市
级预算执行和全市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
工作报告）。

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全市审
计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
经济监督定位，聚焦政策落实和
项目落地、共同富裕示范先行、

重大风险防范等领域，聚焦主责
主业，依法忠实履职，以高质量审
计护航高质量发展。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全市审计机关共组织
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 294 个，
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 29.82 亿
元，审计建议被采纳 974 条。

审计工作报告反映，2022 年，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
市各地区各部门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扎实推进“两个先行”，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全力助企稳链纾困，确
保经济平稳运行。全面落实国家
和省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制定实
施稳链纾困助企“47 条”、稳经济

“16 条”和接续政策，为企业降本
减负 585.7 亿元，落实增值税留抵
退税 409 亿元。

二是保持财政支出强度，持
续增强发展动能。实施扩投资优
结 构 攻 坚 行 动 ， 推 进 工 业 投 资

“双百”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53
亿元。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持续
强化科技投入，全市科技支出增
长 15.1%。

三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
断提升民生福祉。集中财力加大
对困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2022
年市对区 （县、市） 均衡性转移
支付支出 38 亿元，比 2021 年增加
18 亿元，增长 90%。稳步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医保实
现市级统筹，养老、教育等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今年审计工作报告主要围绕
以下五个方面展开阐述。

围绕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重 点 关 注 市 级 财 政 预 算 管
理 、 市 级 部 门 预 算 执 行 、 区

（县、市） 和卫星镇财政决算情
况，发现的主要问题：在财政预
算管理方面，一般公共预算与其
他预算边界仍待清晰，资金管理
办法修订不及时影响资金分配使
用的规范性、合理性，不同来源

资金未能统筹考虑影响资金使用
绩效等；在部门预算执行方面 ，
存在部门预算不够完整、部门预
算编制不准确、部分项目预算执
行率不高等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地
方；在区 （县、市） 和卫星镇财
政决算方面，存在年初预算未细
化、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清理缴
库等问题。

围绕重大项目建设
管理审计情况

围绕我市扩大有效投资、促
进重大项目实施，加大政府投资
项目审计监督力度，重点关注项
目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工程招投
标、征地拆迁及项目建设管理等
方面，协同推进政府投资项目高
质量发展。审计共核减投资 6.65
亿 元 ， 其 中 建 安 投 资 3.45 亿 元 。
发现的主要问题中，大部分已经
整改完毕，但仍有部分情况需引
起相关单位重视。如：部分项目
开工不及时或进度滞后、部分项
目征拆资金管理不规范、现场把
关不严导致计量事实不清、参建
单位履职不到位情况仍有发生等。

围绕高质量发展和
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国有经济是经济大盘的“稳
定器”和“压舱石”。重点关注国
有 企 业 基 金 投 资 、 企 业 国 有 资
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
问题，加大对国有资产资源审计
情况的反映力度、广度和深度 。
其中，国有企业基金投资方面 ，
反映了个别政府性基金部分资金
沉淀、个别基金造血功能不强、
个别投资决策有待规范提升等问
题；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方面，反
映 了 部 分 企 业 未 按 要 求 清 理 脱
钩、委托监管职责未落实到位影

响统一监管实效、企业董事会建
设和运行不规范等问题；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方面，反映了资产
底数不清，资产处置、出租不规
范等问题；自然资源资产方面 ，
反映了废弃矿山生态治理管理不
够到位等问题。

围绕发挥反腐治乱作用
移送和查处违纪违法问
题情况

聚焦公共权力运行、公共资
金使用、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
产运营、公共工程建设，全市审
计机关有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市本级在各项审计中发现
并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40 件，
其中向纪检监察公安机关移送 11
件、向主管部门移送 29 件。共办
结反馈移送案件 38 件，其中已追
究刑事责任 12 人，党纪政纪处分
28 人，诫勉谈话及批评教育 36 人。

围绕审计整改提效
着力推进市域治理现代
化情况

全市审计机关坚持审计与整
改一体推进，以全面整改、专项
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方式 ，
持续跟进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
截至 2023 年 7 月底，2021 年度审
计工作报告反映的 97 个具体问题
已整改到位 90 个，整改问题金额
27.35 亿元，健全相关制度 46 项；
2022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大
部分问题也已得到整改。

下一步，市审计局将以落实
审计整改为着力点，加大对 2022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整
改情况的跟踪督促力度，强化清
单管理，深化审计问题整改全周
期 闭 环 管 理 ， 一 体 推 进 揭 示 问
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

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29.82亿元

2022年度宁波市审计工作报告出炉

市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向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审计工作报告。

漫画角

易其洋

马上要开学了，很多年轻父
母要去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因
为这是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
和行为习惯，配合老师和学校教育
的重要渠道。在余姚，也有一个家
长会，只不过参加对象是年轻干部
的父母。在年轻干部选拔入职后、提
拔任用前、职位变动时等关键节点、
关键阶段，当地纪委会邀请家属参
加“家庭助廉”系列活动。

这样的“廉洁教育家长会”，
已经成为余姚年轻干部“青”廉课
堂的必修课。据 《宁波日报》 报
道，余姚四明山镇新入职年轻干部
家属廉洁教育活动结束后，一名父
亲深有感触，“参加过好多次家长
会，这是最特殊的一次，既能坐下
来谈谈儿子的职业规划，又可以深
入了解儿子的工作环境、工作纪
律，还分享了我们家的家风、家
训”。

让年轻干部的父母参加“廉洁

教育家长会”，目的正在于，让父
母了解子女在单位的工作情况，特
别是廉洁情况，时不时地提醒子
女，用好手中权力，做好分内之
事，走好人生道路。

以前，流行一种说法，叫“59 岁
现象”，是说一些干部临近退休，想
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便抓紧贪
腐，谁知东窗事发，跌落深渊，晚节
不保。现在，则流行另一个词，叫“35
岁现象”，是说一些年轻干部初掌权
柄，志得意满，忘乎所以，极易遭人

“围猎”或甘于“被围猎”，违法乱纪
大胆而粗暴，好人生刚刚开始就步
入歧途，自毁前程不说，也给父母、
妻儿造成莫大伤害，可谓代价沉重、
教训深刻，是谓“早节不保”。前段时
间，中央纪委通报了一批腐化堕落
的年轻干部，这些“90后”“95后”不
顾后果贪污受贿、大肆挥霍的行径，
让人瞠目结舌。

贪腐的本质，是对权力的滥
用，无外乎搞权钱交易、权色交
易。吃了不该吃的饭，拿了不该拿
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也许可以
骗得了别人，但往往很难逃过父
母、妻子 （丈夫） 的眼睛。如果家
属参加过“廉洁教育家长会”，知
道“自家人”的任职情况、收入水

平、工作特点，再看看其“8小时
外”的交往人群、消费情况，那就
不难知道，他交的人是不是对路，
花的钱是不是正当，做的事是不是
合规。

就像有专家分析的，现在的年
轻干部，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受惯
了宠爱，有些人年纪不小了，心理
却不成熟，缺乏敬畏、耽于玩乐、
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称之为“巨
婴”并不为过。正因如此，有的人
一旦手里有权，被不怀好意者盯
上，就很容易被“搞定”“拿下”。
这是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也
对领导干部的家属“保护好家人”
提出了新要求。

妻子劝说丈夫，被喻为“吹枕
边风”。这风，有吹得正的，劝丈
夫保持清醒头脑，用权办事不逾雷
池半步；也有尽吹“歪风”，怂恿
丈夫大肆贪腐，供自己和家人享用
的。如果是“情人”“小三”，那

“歪风”吹起来，难免更猛更毒。
古 人 有 言 “ 子 不 教 ， 父 之

过”，俗话说“妻贤夫祸少，子孝
父心宽”。拒腐防变，不仅是党员
干部的本分，也是每个家庭成员共
同的责任。家属参加“廉洁教育家
长会”这样的活动，多听听在耳边

敲响的警钟，多看看那些“悔之晚
矣”“惨痛不已”的教训，心里应
该会有所动、有所戒，时不时地提
醒自己的儿女 （丈夫、妻子） 慎用
手中权力，不要“废职亡家”，一
失足酿成一生恨。

防范官员腐败，前些年流行
“算好账”，像算政治账、经济账、
法纪账、良心账、家庭账等。有些
干部听进去了，把公权和私利的
账，算得清清爽爽，人生顺风顺
水；有些人则算偏、算错了账，把
自己算到监狱里去了，有的还带上
了妻子、儿女、兄妹。这样的事例
和教训，太多太多。

民谚说，“篱笆扎得紧，野狗
钻不进”。单从自利的角度来说，
自己的家人要自己疼，也要自己
管。“廉洁教育家长会”，不能说百
分之百有用，但它也是一道防腐
墙，至少能对年轻干部多些“及时
雨”般的教育监督，减少“不洞不
补、大洞难堵”的家庭悲剧。

“廉洁教育家长会”也是一道防腐墙

袁明淙

据甬派客户端报道，东南智库
社区研究院通过网络，就方言使用
情况对“00 后”进行了调查。调
查数据显示：46.9%的受访者表示
能听懂方言，但只会说简单的方
言；15.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说方
言，也基本听不懂方言。

两 项 相 加 ， 有 62.5% 的 “00
后”不会说或者基本不会说方言，
比例之高，令人吃惊。究其原因，
主要是这些“00 后”从小就没有
说方言的语境，上学说普通话，在
家同父母交流也说普通话。可以想
见，这些不会说或者基本不会说方
言的“00 后”，成家有了下一代之

后，他们的孩子必然更加缺少说方
言的语境，那时不会说方言的孩子
比例会更高。方言的传承，的确面
临窘境。

方言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通
常是在历史、社会、地理和文化等
因素叠加之下产生的，其中最根本
的因素是地理环境。在当下信息时
代，人们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和
便利，传统的时空限制被打破，而
方言因其地域局限性，难以成为一
种通用的交流工具，“说的人越来
越少”似乎在情理之中。

然而，方言是一种非常珍贵的
文化遗产和语言资源，具有丰富的
文化、历史和人文内涵。方言的保
护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青少年学一点方言，非常有必
要。

方言是特定地区人们共同的交
流工具，学会说方言，可以使青少
年更好地接触社会，融入地方生
活，了解风土人情；方言是地方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着地区的
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信息，代
表了一个地方的独特魅力和人文精
神，学会说方言，可以增强青少年
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方言承
载着乡愁，维系着乡情、亲情，学
会说方言，对青少年涵养乡土情
怀、家国情怀具有积极作用。

在东南智库社区研究院的调查
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不会说
方言的“00 后”很多，但还是有

93.8%的受访者认为，方言有传承
的必要。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青
少年愿意学习方言。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是当前
的主要文化环境，普通话的学习和
推广是必需的，而方言的习得与传
承也是必要的。让青少年学会说方
言，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
力，共同营造讲方言的语言环境。

家庭的引导对青少年传承方言
起着重要作用，家长应该让孩子从
心理上认同方言，认识方言的意义
和价值，鼓励孩子课后讲方言，多用
家乡方言同孩子交流，部分家长自
己也要转变方言难登大雅之堂的偏
见。学校可开设相关课程，介绍乡土
文化和当地方言，不禁止学生课间
和课后用方言交流。社会也要有更
大的宽容度，一般性的公共场所不
应排斥讲方言，让青少年可以根据
不同场合选择讲方言还是普通话。

不妨让孩子学一点方言

梁建强

“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打
着批评旗号，讲着表扬内容”“本应
辣味十足，实则一团和气”……近年
来，少数地方单位在民主生活会中
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引发关注。当
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要把开好专题民主生活
会作为主题教育检视整改工作的一
个重要载体，以及确保主题教育成
效的一项重要举措，切实防止形式
主义，防止蜻蜓点水、隔靴搔痒，避
免流于形式、走走过场。

避免民主生活会走过场，应直
面“真情况”。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
严格执行民主生活会制度，会前要
全面梳理问题，坚持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挖
问题症结、深刻进行党性分析、找准
思想根源，有针对性提出改进意见；
要结合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举
一反三，不能“空对空”，轻描淡写、
隔靴搔痒，不能泛泛而谈，停留在表
面、归结于客观。

避免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应
倡导“真批评”。相互批评，要坚持实
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
讲面子，坚持出于公心、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既要防止以工作问题代
替作风问题、以班子问题代替个人
问题、以共性问题代替具体问题，又
要防止以批评之名行恭维和变相表
扬之实。被批评者，要有闻过则喜的
雅量、虚怀若谷的气度，让批评者能
够放下思想包袱，敢于“唱黑脸”、多
说逆耳忠言。自我批评时，要联系实
际、正视问题、触及思想，敢于自揭
短处，决不能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
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

避免民主生活会缺乏实效，应
抓好“真整改”。要把问题整改作为
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
抓紧、抓实。对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
题，应当制定整改措施，确定整改目
标和完成时限。上级党组织派出的
指导组等要从严从实加强督促指
导，严防走入“多次召开民主生活
会、多次重复查找问题、多次重复整
改问题，但问题依然存在”的怪圈。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民主生
活会只有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针，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
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
骨，开出了辣味，才能真正起到脸红
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
劲的作用。严防形式主义等问题，让
正视“真情况”、开展“真批评”、实施

“真整改”成为常态，才能让每一次
民主生活会都成为一次严格的党内
政治生活锻炼，让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工
作得到改进。

开好民主生活会须防形式主义

王琪 绘赋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