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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
者 申 铖）24日，随着财政部、
国家统计局等部门陆续公布
2022年度部门预算，一年一度
的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拉开大
幕。据统计，当日共有102家中
央部门集中“晒预算”。

翻阅各中央部门预算“账
本”可以发现，此次公开的部门
预算包括部门收支总表、财政拨
款收支总表等9张报表，更加全
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除涉密信息外，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公开到支出功能
分类项级科目，其中的基本支
出公开到部门预算支出经济
分类款级科目。”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说。

预算“晒”得更细，也更加可
读。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的同
时，各部门还对预算收支增减变
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
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
预算绩效管理、提交全国人大审
议的项目等情况予以说明，并对
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力度逐
年加大，一方面公开内容更加丰

富，另一方面更加聚焦社会关
切，主动将社会关注的热点项目
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
表示。

具体来看，今年中央部门
“晒预算”有这些新特点：

——继续公开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压减支出情况；

——加大项目支出预算公
开力度，继续对提交全国人大审
议的项目等情况进行说明；

——大幅扩大绩效目标公
开范围，大幅增加了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
开数量；

——积极稳妥推进部门所
属单位预算公开。

“可以看到，中央部门预算
公开更加紧扣财政政策和财政
改革的一些要点，比如政府过紧
日子、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白
景明说。

打开今年财政部部门预算，
开篇即写道“2022年，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继续大力压减一般性
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 ”。据了
解，今年102家中央部门全部说

明了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
减支出等情况。

针对社会关注的“三公”经
费，汇总数据显示，2022年安排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53亿元，比2021年同口径
减少0.59亿元，下降1.1%。

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懂、
能监督，各部门的部门预算除在
本部门网站公开外，继续在财政
部网站设立的“中央预决算公开
平台”集中展示。

预算公开是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信息
公开的重要内容，对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财政部
积极完善预算公开制度，不断加
强顶层设计，大力推进预算公开
工作，不断扩大公开范围、细化
公开内容。

“推进预算公开工作，有助于
推动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
务政府。”白景明说，公众通过被

“晒”的部门预算，可以深入了解
政府是怎样配置和使用资金的，
从而发挥预算公开透明对政府的
监督和约束作用，促使政府花钱
更加透明、更加问效。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开年
工业经济稳定恢复。国家统
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
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5.0%，增速较
去年12月份回升0.8个百分
点。但当前国际国内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工业经济持
续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持续提
振工业经济运行仍需加力。

在工业生产加快、工业品
出厂价格同比涨幅较高等因
素共同作用下，工业企业销售
较快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
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9%，高
于去年12月份1.6个百分点。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40个行业收入同比增长。

“多数行业实现利润增
长，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有22个行业实现利润同

比增长或减亏，其中有15个
行业利润增速超过10%。”国
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朱虹说。

部分消费品行业利润增
长较快。受春节提振消费等
因素拉动，部分基本生活类消
费品行业利润增长较快。1
至2月份，酒饮料、纺织、食品
制造、文教工美等行业利润同
比分别增长 32.5%、13.1%、
12.3%、10.5%。

工业经济是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朱虹表示，今年以
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各地区、各部门加大稳
增长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延续了去年
以来的恢复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
为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单位。虽然前2个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体小幅
增长，但很多小微企业发展仍
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
运输成本较高等诸多风险挑
战，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的态势
还不牢固。

“1至2月份，工业企业利
润增速受基数较高影响较去
年全年明显回落，企业成本
压力加大，利润率和产销衔
接水平均有所下降；企业盈
利改善仍不均衡，下游行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利润增长
缓慢，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工业企业
效益状况持续恢复的基础仍
不牢固。”朱虹说。

此外，3月以来，工业经
济运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仍需加大已出台政策
落实力度，促进工业经济持续
平稳增长。

记者了解到，工信部已
研究部署促进工业经济持续
平稳增长工作，明确将加大已
出台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的
落实力度，加大对企业的纾困
培优力度，提升“专精特新”发
展水平，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链
稳定运行。

朱虹表示，下阶段，要继
续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
作，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尤其是中下游企业成本，落实
好制造业扶持政策及小微企
业减税降费政策，助力企业纾
困解难，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提质增效。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新华社上海3月26日电（记
者 程思琪）上海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保障
粮油肉蛋菜奶等基本民生商品和
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的正常
市场供应尤为重要。25日，上海
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
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为
疫情防控期间基本民生商品及防
疫物资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提
供保障。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表示，此
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规定制
定，经营者若有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大幅度提高价格等哄抬价
格行为，有关部门将予以相应的
行政处罚。

对于指导意见中涨幅认定
标准认定的哄抬价格行为，依据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六条，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管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

对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哄
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
查。据统计，截至 3 月 24 日，
上海市共检查相关单位 2.1 万
户次，发放提醒告诫函 1.7 万
份。对部分经营者明码标价不
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已当场
提醒告诫，督促经营者整改到
位，对涉嫌价格违法案件已立
案7件。

（新华全媒+）

预算公开更细 花钱更加透明
——102家中央部门集中“晒预算”

稳物价！上海就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抬

价 格 违 法 行 为 发 布 指 导 意 见

3 月 26
日，市民在明
城 墙 遗 址 公
园内赏花。

近期，北
京市明城墙遗
址公园内桃花
盛开，吸引大批
市民前来赏花
踏青。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三月桃花
映 古 都

前2个月规上企业利润增长5.0%
持续提振工业经济仍需加力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 3月 24 日电（记者 魏梦佳）
波光潋滟的水面上，绿头鸭、赤麻鸭悠然游
过，一群大鸨与灰鹤掠过湖面，振翅飞向高
空……

这里是北京面积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距
离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不远的北京野鸭湖湿地
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本月中旬监测发现，随着天
气转暖，连日来大量候鸟来此栖息，截至目前野
鸭湖监测到的鸟种已达100多种，总量达1.2万
多只，其中不乏白枕鹤、青头潜鸭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以及花脸鸭、斑头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97
年，总面积6873公顷，是目前北京地区面积最
大、类型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作为
国际鸟类迁徙路线和华北地区鸟类的迁徙中转
站，每年野鸭湖都会迎来成千上万只候鸟在此中
转、栖息。截至2021年底，野鸭湖有记录的鸟类
累计有361种，候鸟占总鸟种的84%。

记者从保护区获悉，为了营造适合鸟类栖息
繁衍的生态环境，多年来，保护区累计恢复两万
亩退化湿地。2020年起，保护区在鸟类集中停
留觅食区首次创新性地种植玉米、高粱、大豆等
鸟类喜欢的农作物，为越冬候鸟打造“候鸟食
堂”，以缓解冬季鸟类迁徙途中的觅食难题。去
年，这片“食源地”面积达330亩，为越冬的灰鹤
等候鸟及本地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良
好的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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