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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新华社记者

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江清水日边来。
近年来，桂林市坚持生态立市、绿色

发展，切实践行“两山理论”，漓江生态
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近日，记者从漓
江之源到漓江之尾，探访漓江生态之治，
深刻感受到漓江生态之变。

一江清水见证生态之变

夏日的漓江，风光旖旎。
行走在漓江两岸，沿途可见一幅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漓江之水婀
娜多姿，竹筏摇曳，两岸青峰林立，翠竹
婆娑，一栋栋桂北特色民居掩映其间。

可是谁能想到，清澈见底的漓江水也
曾遭遇危机。鱼餐馆泛滥，禽畜养殖污水
直排，风景名胜区内采石场达18家，让
这条美丽之河蒙羞。

“治乱、治水、治山、治本”，桂林人
打响了漓江生态综合治理攻坚战，漓江流
域采石场全部关停复绿，风景名胜区内养
殖场全部关闭。如今的漓江流域森林覆盖
率超过80%，干流水质常年保持Ⅱ类标
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到99%以
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保持
100%。

“桂林正把干流保护的做法向全流域
拓展。”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秦
荣军说，漓江流域水系发达，除160多公
里干流外，还有450多条支流，这样做目
的是打造更美更辽阔的山水画卷。

在漓江支流甘棠江沿岸，记者看到不
少群众正在露营踏青。据介绍，甘棠江两
岸原有钢铁厂、水泥厂等多家企业，废水
直排江里，废渣堆满河滩，如今这些企业
都已搬迁至工业园区，河畔变成了休闲公
园。

在生态治理范围越来越宽的同时，桂
林市也在不断探索完善治理机制。

谈起漓江治理，秦荣军感慨万千。
10余年前，他带着十几个工作队员去查
处非法采石，结果被巨石封路，遭到几十
人围攻。“这样的故事当时有很多，问题
在于漓江治理的相关法规不健全。”

2012年，广西开始实施第一部地方
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广西壮族自治
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3
年，《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3-2025年）》正式出台。立法推动
着漓江生态治理机制从行政管控迈向全域
法治化保护。

越来越绿的不仅是两岸青山，还有产
业体系。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是象山区

引进的重点企业，按照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区里最终决定企业只能在桂林建设
纺纱、制衣等零排放的生产线。

据了解，目前桂林已将漓江流域的项目
审批权上收到市级层面，全面构建与最严生
态保护相适应的绿色工业体系，目前逐步建
成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优
势产业。

漓江生态综合治理力度空前

保护力度不断升级，传统产业怎么办？
桂林市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老字
号”中药生产企业，10年前，三金药业响
应号召，从漓江穿过的中心城区搬到了临桂
区秧塘工业园。

漓江两岸曾经耸立着制药、棉纺、机械
等众多传统企业，从2000年开始，桂林推

进“退二进三”政策，第二产业有序搬到工
业园区，为第三产业发展腾挪空间。此举帮
助解决生产基地紧缺与企业快速发展之间的
矛盾，也让漓江的生态承载压力得到缓解。

漓江流域人口众多，统筹生态保护和民
生保障的关系难度大。记者在漓江两岸采访
时看到，在政府引导下，当地群众正由传统
种养、传统经营向生态农业、旅游服务业等
方向转型。

漓江上游水源青狮潭水库周边500米范
围内曾有300多家养殖场，2019年记者在
水库沿岸的灵川县公平乡五美村采访时看
到，许多村民正为养猪场被关停而犯愁。

近日记者再赴五美村时发现，村里发展
起食用菌产业，不少村民参与其中，一些村民
开起农家乐，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足了。

伏龙洲是漓江上的一个小岛，岛上原有
居民23户130多人，过去家家户户在岛上
开餐馆，油污直排漓江，有的居民连剩饭剩
菜、酒瓶子都往江里扔。

从2015年开始，桂林市对伏龙洲进行
生态修复改造，拆除岛上全部鱼餐馆，外迁
安置岛民。如今伏龙洲已变身生态公园，面
积近80亩的小岛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记者采访时，碰见69岁的居民黄岗带
着孙子回到岛上散步，生活的变化让他十分
感慨。黄岗说，2019年，他一家6口从伏
龙洲搬进位于市区的商品房，儿子、儿媳分
别在电子厂和保险公司找到了工作，全家过
上了好日子。

生活污水问题是江河生态保护的“老大
难”，近年来，桂林市投入资金十几亿元治
理这一顽疾，漓江污水直排现象发生根本性
改变。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如今两岸群众生
活“绿意盎然”，不但禁养区、限养区划分
有序，而且村村都有污水处理站。

让老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漓江之美，美在生态，重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享、共生。如今，漓江流域的生态文章
越做越活，生态产业、文旅产业方兴未艾。

走进“漓江源头第一村”兴安县华江瑶
族乡高寨村，竹林摇曳、溪水透亮，一栋栋
精致的小楼房点缀在绿荫丛中，曾经深居于
此的少数民族群众，如今成了民宿、农家乐
的经营好手。

村民邓凤志家有14间客房。他说，每
到旅游旺季，房间总是早早被订满。村民过
去主要以砍毛竹维持生计，如今大多投身特
色旅游、中草药种植等生态产业中。

位于雁山区草坪回族乡的明村，三面环
山一面傍水，因地处风景名胜区内，无法施
工修路，一直以来，村民走动只能靠渡船，

“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让群众愁
上眉头。

为了让村民吃上“生态饭”，当地政府
一边将明村码头修葺一新，买了大号渡船，
一边积极引导村民发展黄皮果产业。“游客
可以在这里体验采摘游、休闲观光游，我们
村会越来越好。”村民黄文军说。

阳朔山水甲桂林。为让老百姓共享生态
红利，当地探索出一条“保景富民、利益分
享”之路。阳朔县成立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
司，将上万条无序经营的竹筏统一收购、管
理，组织筏工培训，向考核通过者颁发证书
并予以聘用。

54 岁的赵土保是漓江景区的一名筏
工，他说，过去村民家里有竹筏就出来拉
客，有时漫天要价，有时又低价抢生意，游
客体验感不好。现在大家轮班上岗，划竹
筏、务农两不误。

赵土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情况
下，他每年靠划竹筏挣3万多元，除劳务收
入外，一家3口人每年还能拿到3000多元
的景区分红。此外，他和妻子还在家打理
10亩果树，家庭年收入可以超6万元。

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金峰说，公司成立后给近万名沿江群众提
供就业机会；此外，沿江5个乡镇5.6万多
人每年还能获得景区分红。“景区辐射带动
周边群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在漓江穿城而过的叠彩区，投资10多
亿元的古宋城历史文化街区释放无限潜力；
雁山区引进的融创国际旅游度假区投资160
亿元，成为桂林文旅融合新地标……去年4
月份以来，桂林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
标，不断释放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

今日漓江，山青水碧生态美，绿色发展
的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漓江的生态一天天变好，我们的生活水平
也跟着水涨船高。”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漓江游船分公司船队船长黄有才说。

（记者 陈国军 王军伟 卢羡婷 黄浩铭）
新华社南宁6月14日电

呵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
——来自漓江生态保护的答卷

■新华社记者 申铖

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制
度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的指导意见》，释放出我国财政体制改
革纵深推进的重要信号。

这一改革事关国家治理，也关系百姓
民生。改革意义何在？有何看点？如何落
地？记者采访了权威人士和专家。

明确改革“路线图”
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

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进程中，理顺政
府间财政关系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
括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省以下财政
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强
财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纵深推进，权责
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
财政关系逐步形成。

“然而，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
延伸，一些地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相对
滞后，亟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推动解
决。”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的指导意见》。

此次国办印发的意见明确了改革“路

线图”，提出改革目标：进一步理顺省以下
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
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
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
制，促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
保障。

改革如何推进？意见提出五方面举措：
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理顺
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完善省以下转移支
付制度；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机
制；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说，这一改革
将重塑基层政府的治理模式，为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打下基础，并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
压力，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都会产生深
远影响。

清晰界定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 合理配置权责

通俗来讲，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涉及各
级政府间“事由谁来干”“钱由谁来出”等
问题。

“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是改革目标之
一。“只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界定清晰
了，才能做到权责匹配，形成有力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推动各级政府在财力许可范围
内，做好自己的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傅志华说。

意见要求，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

围、信息管理复杂程度等事权属性，清晰界
定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

根据意见，教育、科技研发、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粮食安全、跨市县重大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等方面的省级财政事权要适度强化；
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城乡建设、农村公
路、公共设施管理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
市县财政事权。

“适度强化省级责任，可更好发挥省级
在全域统筹、跨区协调、综合调控、统一
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说。

在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方面，
要根据财政事权划分明确支出责任，并差异
化确定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这位负责人表示，上级财政要根据承担
的支出责任足额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避免让下级财政被动承担“兜底”责
任。同时，不得以考核评比、下达任务、要
求配套资金等任何形式，变相增加下级支出
责任或向下级转嫁支出责任。

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
关系 促进区域均衡

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履职也需
要稳定的“真金白银”来保障。

意见明确了如何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
间收入关系。其中，参照税种属性划分收
入，将税基流动性强、区域间分布不均、年
度间收入波动较大的税收收入作为省级收入

或由省级分享较高比例；将税基较为稳定、
地域属性明显的税收收入作为市县级收入或
由市县级分享较高比例。

“要在不扭曲市场的前提下，让各级政
府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并利于加强收入管
理和促进区域收入均衡。”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说，同时，要对部分行业企业收入作均衡
化处理，逐步取消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
入。

当前，各地收入分享方式各异。意见强
调，规范收入分享方式。

“规范收入分享，要对主体税种实行按
比例分享，推动同一税费收入分享比例逐步
统一，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这位负责人说。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推
动精准保障

转移支付是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优化财力配置、保障特定政
策目标实施的重要工具。

“在改革中，将建立健全省以下转移支
付体系，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加大对财力薄
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
机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意见进一步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
位。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均衡区域间基本财
力配置，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欠发达地区以及重要功能区域倾斜；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相衔接，用于履行本级政府应承担

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同时，围绕“兜底线、促均衡、保重

点”目标，调整省以下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横向、纵向财力格局，推动财力下沉，增强
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推动落实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

“这些举措将推动提升转移支付资金的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这位负责人说。

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
做实县级“三保”

此次印发的意见还对省以下财政管理提
出要求。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体制相关管理工
作，意见对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省直接管
理县财政改革、县级‘三保’保障机制、乡
财县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涉及上下级政
府间财政关系的工作提出要求。”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说。

围绕做实县级“三保”保障机制，意
见明确：建立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坚
持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中央
激励，全面落实基层“三保”责任；建立
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工
作机制。

这位负责人表示，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是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影响广
泛、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财政部门将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分工、压实
责任、狠抓落实, 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
见效。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路线图”明确，有何看点？

广西桂林漓江景色（2021年11月25日摄）。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