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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公家油养私家车，新型“车腐”须警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翟永冠、向定杰、

梁建强

近日，湖南益阳市纪委通报 4 起私车公养
案例，贵州省纪委 3 月 19 日通报了 1 起私车公
养案例，天津、湖北、浙江等多地也在持续开展
私车公养专项检查整治。从中央纪委以及各地
纪委通报情况来看，此类案例并不少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各地作风
建设持续深入，公车私用得到有效遏制，但花样
翻新的私车公养现象浮出水面，成为“车轮腐
败”新变种。

变着花样“揩公家油”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养，一些地方公车改
革过程中的违纪问题出现新动向。记者调查发
现，私车公养的表现形式多样。

其中，使用单位加油卡为私家车加油的案
例最为普遍。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 3 月 19 日通
报了贵阳市乌当区爱卫办主任韩云贤私车公养
问题。2016 年至 2017 年，韩云贤在前往广州、
海南、凯里、重庆等地办私事过程中，多次违规
使用单位公务油卡为私车加油，共计 20314 元。
2017 年 12 月，韩云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相关费用予以退赔。

湖南益阳市纪委的通报显示，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赫山区水务局公车
驾驶员苏建私自用公务车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加
油 19 次共计 5300 余元；该局公车驾驶员陈运
良私自用公务车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加油 26 次，
为朋友私车加油 2 次，合计 7400 余元。苏建、陈

运良被立案审查，该局负责公车管理的原党组
成员向新颜被提醒谈话。

还有的人将私车“租”给单位。湖北纪检监
察机关近期通报，2016 年全年，恩施市板桥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廖雪峰将一
辆私人小轿车“租给”中心使用，用于自己进城
开会和下乡，并报销“租车费”。查实后，廖雪峰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也有的人把私家车加油、保养等费用也一
并入账报销。浙江温州纪委近期通报，2017 年
底，苍南县委第一综合巡察组对苍南县旅游投
资集团开展巡察，发现该集团渔寮分公司的会
计账册中出现非公车产生的车辆保养费等。经
核查，该分公司经理杨守文和副经理赖联云、陈
礼施，将自己私家车的油费和保养费入账报销。
自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3 人在公司
账户累计报销私家车油费及车辆保养费共
14505 元。鉴于 3 人在案发前主动整改并退出
违纪款，2018 年 2 月，苍南县纪委分别给予杨
守文等 3 人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奢靡享乐歪风
出现一些新动向新表现，其中就包括通过违规
借用下属单位或企业车辆等方式使用公务用
车，甚至变公车私用为私车公养。

多地整治查处，暴露公车管理

机制不完善

针对出现的这些现象，多地开展了私车公
养专项检查整治。如贵阳从去年开始开展公务
加油卡专项整治，截至今年 1 月底，共检查单位
(部门)1090家，清查 5679 张公务加油卡(含副
卡)，发现问题 115 个，立案 50件，给予党政纪
处分 39 人。

多地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管理机制不完善
为私车公养歪风留下了生存空间。

——— 加油卡管理粗放。目前不少单位公车
用油都采取“充卡加油”的方式，多是用一次大
额充值的发票报账，但具体加油次数、车辆、行
程等则没有明细。少数人员就在加油卡上动起
了“歪脑筋”。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国土资源
局一名领导干部的驾驶员，私自将单位公务加
油卡拿给他的妻子使用，加油 6 6 次，开支
17900 余元。

此外，一些单位指定了加油站点，统一结算
油费，也让私车“揩油”有机可乘。

——— 公车使用登记手续不全。记者采访发
现，不少单位的公车使用流程虽然有详细规定，
但执行中为了省事图便利，往往流于形式。当需
要私车公用时，也没有专门的台账进行登记，对
出差事由、行驶里程等情况没有记载，多数情况

下只是口头请示，让私车公养有了自由操作的
模糊地带。

——— 发票报销存漏洞。“确实存在没有好好
审核的问题。”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纪委常委
邹云森说，少数公务人员将私车私用中产生的油
费、维修费、过路费、罚款等捆绑在公车身上一起
报销，单位的领导和财务部门没有严格把关。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近期通报，2018 年 1
月，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区司法局某领导
的私家车维修费用由办公室副主任冯某某经手
予以公款报销。经过查对账目，比对单据，发现
冯某某将假单与旧签名复印在一起伪造单据，
造假报销。

堵住“跑冒漏滴”，扎紧制度笼子

“私车公养本质上还是特权思想和特权行
为的表现，是‘四风’问题的反弹回潮。”中纪委驻
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认为，一些人钻制度
空子，以权谋私，消解了公车改革的效果，同时
也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事后自

我剖析称，没有公车坐了，用私家车办公事存在
补偿心理，就利用工作便利换取补贴。

高波表示，现实中确实存在公车不够用、私
车公用的情况，但这不是违法违纪的理由，不能
以此为借口为私车公养开脱。

多名受访党员干部认为，遏制私车公养，要
强化制度建设和落实，加强监督，强化问责。邹
云森等建议，严明公务用车管理和使用方面的
相关规定，“一旦发现私车公养问题，除处理直
接责任人外，还要对负责管理公车的人员以及
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震慑。”

据了解，不少地方开始借助互联网技术，紧
盯公务加油卡，实行网络信息监管，让每一笔用
油消费的去向都有迹可循。比如湖北省沙洋县纪
检机关利用公务油卡管理系统、加油站监控系
统、公安“天眼”系统等信息大数据进行比对，精
准获取问题线索，从严快查快处，取得明显成效。

高波等专家认为，解决私车公养问题，还要
融入到公车改革的大盘子中，简化购买社会服
务流程，增加供给，让公务用车更规范、更便利。

新华社天津 3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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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批“散户”退出，全国生猪均价又跌至近 4 年最低，山东养猪大县养一头猪亏 260 多元

破解“猪周期”，要“规模化”更要“高质量”

本报记者陈国峰、邵鲁文、邵琨

全国均价跌至近 4 年最低值，当前价格较
年初降了 1/4 且尚未探底，山东地区价格连续 8
周走低，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诸城养殖户一头猪
亏 260 多元……近期，生猪价格一路“跌跌不
休”，又让人不禁担心“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
“猪周期”是否正卷土重来。

如今规模化养殖水平不断提高、环保整治
淘汰了大批猪场，为啥猪价反而跌破成本线？破
解猪价涨跌怪圈有何良策？《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现状：养一头猪亏 260 多元，

猪价跌至近 4 年最低谷

“料到了猪价会降，但没想到会跌破 5 元！”

山东诸城昌城镇杨义庄村民陈金峰从事养猪行
当已有十几年。据他回忆，上次生猪价格低于 5
元/斤是在 2014 年前后，低迷的行情一直持续
到 2015 年，随后迎来一波涨势，到 2016 年一斤
最高涨至 10 元左右，2017 年初开始一路下滑
到现在的低价。

猪价处在波峰时，陈金峰主动减少了母猪
存栏量以应对预料中的价格回落。但目前的价
格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去年的环保整治关停了
一大批养殖户，本以为能对猪价形成对冲，不至
于跌得太狠”。

“现在生猪跌得太快了，一天一个价。”山东
禹城市昊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代军已将
260 头能繁母猪减少到 210 头，以控制亏损量。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3 月份第 3 周全
国生猪平均价格为 11 . 58 元/公斤，部分地区
生猪价格跌至 10 元/公斤以下。《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检索农业农村部历年数据发现，当前猪
价已为 2014 年 5 月以来最低值。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最新统计显示，3
月 12日-18日，山东生猪价格为 10 .95元/公斤，
同比降低 28 .99%，环比下降 3 .52%，这是山东生
猪价格连续第八周走低，生猪养殖已进入亏损区。

诸城新疃农业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杨波给
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平摊到一斤猪，需饲料费
用 4 . 5 元、防疫费用 0 . 5 元、母猪喂养及管理费
1 元、人工和水电费用 0 . 3 元，养殖成本共计
6 . 3 元。目前的价格意味着一斤亏损 1 元多，一
头 200 斤的猪约亏 260 元。

杨波的养殖场规模比较大，生猪存栏量约
4000 头，年出栏 1 万头。3 年前，他从别人手中
接过了这家养殖场，当时的养殖场主因举债过
多，“倒”在上一轮“猪周期”的波谷中。

上一波价格低谷将一大批中小散户淘汰出
局。陈金峰说，2014年时养殖户转行的很多，面对
这一轮猪价持续下滑，散户还在硬扛，但若继续亏
损，弃养恐怕也不远了。不过，像杨波这样的规模
养殖场，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抗风险能力相对较
强。“亏了也得卖，猪不能一直存栏里养着，6个月
一茬到期就得出栏。”

生猪价格下跌对屠宰加工企业是利好，他
们的收购成本大幅降低。目前，山东得利斯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正加大屠宰规模，肉食加工生产
线已满负荷运转。公司董事长郑思敏说，屠宰加
工企业并不希望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从长远看，

这轮下跌预示着将迎来一波涨势，猪价大起大
落对产业链上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好事。

原因：产能大释放，“猪太多但

消费跟不上”

对于猪价下跌的原因，李代军等养殖户认
为，目前“猪太多”但消费跟不上。
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 月份生猪存栏量

同比增长近 10%，出栏量同比增加 20% 以上。而
在需求端，市场对猪肉的需求较往年减少，加之
年后迎来消费淡季，导致市场需求疲软。

“三四年前，我这里每头母猪平均一年能产

15 头小猪崽，现在到了 20 头左右。”李代军说，
繁殖效率、猪仔存活率不断提升，加上大规模养
殖企业不断扩张，造成生猪供应不断上涨，而猪
肉的消费量相对稳定，猪价难免下跌。

不少养殖户和业内人士认为，这几年大企
业靠着资本实力持续扩大养殖规模，使得生猪
市场供应充足。卓创资讯分析师姬光欣说，
2014 年猪价低迷，淘汰了大量散户，一些规模
化养殖企业借机扩张、抢占市场份额，近年投资
力度比较大，形成的产能正逐步释放。

杨波介绍，我国养猪行业的 PSY(一头母
猪一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较欧美国家还有一
定差距，这让一些大企业看到了生猪养殖的利
润空间。他们可以利用自动化喂养、科学管理等
手段进一步降低养殖成本、提高效率，其专业化
程度绝非散户所能望其项背。

记者日前在诸城采访时了解到，得利斯正
在这个养猪大县建设年存栏 1 万头母猪、出栏
20 万头仔猪的养殖场，温氏股份、大北农集团
等大型农业企业也准备在诸城布局建设较大规
模的养殖场。

长期为农业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上海辅音
国际通过对其经销商的摸底估算，经过几年的
市场选择，目前生猪养殖市场上的散户比例下
降至约 20% ，规模养猪场占比 40% ，其中集团
化企业比例上升比较快，已达到 20%，另外专
业养殖户约占 40%。

辅音国际董事长赵明说，猪价维持的利润时
间太长让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盲目乐观。以往“猪
周期”中盈利状态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从 2015
年 5 月生猪起价，一直到 2017 年 10 月，近两年
半的时间始终有利可图。这导致诸多业主盲目扩
大养殖规模，受环保整治等原因造成的生猪市场
减损，远不及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增量大。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高级畜牧师胡智
胜分析，短期来看，随着市场上生猪留存数量减
少，猪价向下空间有限。从大周期来看，受养殖
规模化带来母猪生产效率及出栏生猪体重提高
的影响，有效供给将逐步回升。

对策：破解价格涨跌怪圈，需

推动种养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包括猪肉在内的多宗农产品价格均
呈下跌之势，势必影响养殖户的积极性，将农产
品价格再度送上“过山车”。业内人士及专家认
为，未来种养业需在规模化进程、种养结合、建

设大数据体系、建立多元化销售渠道等方面实
现高质量发展，保持供需有序调整，平抑价格
大起大落的“阵痛”。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霞说，在市场规律调节
下，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散户将逐步退出，专业
养殖户和大型企业等不断进入，生猪养殖行业
将实现自我“升级”。养殖企业通过提升规模化、
自动化、标准化水平，能更好地控制成本、抵御
市场风险。同时，规模化养殖也将带动品牌化
发展，会有更多大企业沿着“饲料原料-饲料—
养殖—肉品—熟品”路径布局全产业链。

赵明认为，稳定养猪市场，既要加速规模
化进程，也要考虑市场的个性化需求，推动种
养结合模式下的家庭农场养殖。目前肉类市场
日益多元，猪肉消费市场总体疲软，但特色猪
肉却存在巨大潜力。规模化解决了效率、技术、
成本的问题，但满足不了个性需求，未来家庭
农场养殖还有很大的市场。

赵明另外提到，大数据缺失是造成大企业
盲目扩产、养殖户跟风养殖的一大原因。对于生
猪存栏量、出栏量，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准确的数
据，畜牧部门一个数、行业协会一个数、研究机
构一个数，有说涨有说跌，数据常常“打架”。实
际数字多数情况下比官方数字要大。

“可以通过几条路径获取真实市场信息，一
是疫苗公司的普通免疫疫苗用量，第二是屠宰厂
的屠宰数量，第三是小猪饲料的销量，通过这三
方面数据的变化可以判断养猪量到底是增是
减。”赵明举了个例子，2017 年 4 月份，多方消息
说生猪存栏量在减少，而一家疫苗企业反映，他
们第一季度的普免疫苗销量增加了 30%，存栏量
不可能减少。果不其然，几个月后猪价一路下跌。

专家表示，通过电子商务将销售和流通领
域打通，也可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北京工商大
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近年来，我国
农产品电商发展非常迅速，农产品网上与线下
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从流通角度来看，零售网络依托互联网扩
散到全国，加上冷链物流、生鲜物流等配送体
系，已对传统农产品供应链实现再造。农产品
流通线上化有助于养殖户节省成本，扩大销售
渠道，从而减小因价格波动所受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
授毛学峰建议，政府可以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前
提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以生猪养殖为例，地
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设立产业基
金、价格保险等方式对养殖户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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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各地要力
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
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
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既定目
标之一。记者调查发现，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推行过程中，
百姓看病难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缓解，但基层出现了“接
不住”“落地难”的窘境，存在
“签而不约”“签而难约”问
题。

作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的政策安排，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托底基层医疗面临医生
不足、资源短缺等困难。

方便省心,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缓解

看病难

今年 53 岁的云南昆明
市武成社区居民刘云燕是
一位中医迷，她 2016 年就
开始与武成社区服务站签
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定期
到社区服务站接受中医诊
疗。平时有个感冒发烧等小
病，或者需要转到大医院住
院，她都会找家庭医生帮助
解决。

像刘云燕一样，越来越
多的居民有了“家庭医生”。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云
南省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43 . 34%，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71 . 32%。

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医生
签约，是一种基层特有的医
疗服务项目，其基本医疗服
务涵盖常见病、多发病的中
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路
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服务
主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注册全科医生(含助理全科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以及具备资质的乡镇卫生院医师和乡村医生等。

“家庭医生并不是直接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的私
人医生，但只要签约，我们都会定期深入村民家中，
调查了解村民需求，明确服务内容及标准，为他们提
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今年 38 岁的杨莲英
已在云南省屏边县新华乡河南村干了 10 年乡村医
生。她承担着河南村 2000 多名常住村民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去年以来，她给全村居民都建立了电子健康档
案，挨家挨户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全村一半
以上村民都签了协议，其中 800 多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全覆盖，杨莲英会定期给签约村民做免费
体检，还提供咨询、转诊服务。

“签而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落地难

“推广家庭医生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
经验。”西北大学副教授翟绍果说，我国实施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是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落实分级诊
疗制度的重要政策安排。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
盖面越来越广，但在实际工作中，家庭医生“签而难
约”“一人签约近千名社区住户，签完之后再无联系”
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城乡居民对家庭医生政策知
晓度低，一些已经签约的城乡居民不知道该怎么用
好家庭医生。

记者走访基层发现，一定数量的居民与社区服
务站或村卫生室签订过家庭医生协议，但仅仅只是
签约，难以实际享受服务。群众反映：“有的时候找不
到签约家庭医生，咨询求助得不到回复。”

较高的签约率是怎么来的？记者了解到，基层医
疗机构全科医生一般都会在患者前来看病时，引导
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而很多患者对签约内
容和服务条款并不熟悉。

“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我们得挨家挨户与全村的
居民签订协议。”昆明市五华区一位全科医生告诉记
者，自己承担着全村 1000 多名村民的基本公共卫生
任务，要与每一个家庭签订协议，任务非常重。

“平时主要是坐诊，没有精力入户调查、服务，除
非是‘空巢老人’或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我们
会定期随访。”这名医生说，签约村民都有健康档案，
但也有不少“僵尸档案”，有的档案基本信息不全，甚
至只有一个名字。

强基层 、补短板,促进家庭医生

“签而有约”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难反映了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薄弱的现状，政策设计不完善，全科医生不
足，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中国
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目前
我国社区、乡村医生的配比是不够的，基层医生整体
服务能力不强，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

朱恒鹏认为，应该加大全科医学生培养力度，
给家庭医生就业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全科医学生、
公立医院专科医师等更多医务工作者加入签约行
列；重点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机制和考核
激励机制，实施绩效工资、职称晋升改革，提高医
生签约服务积极性；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加强信
息体系建设，实现医疗数据资源共享与远程医疗
服务。

针对“签而不约”“僵尸档案”问题，专家建议，可
开发统一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搭建医生和签约居民之间的
互信关系，双方可以通过平台方便快捷地查询、评
价、沟通。

“长期而言，需要完善政策部署和相关立法。”翟
绍果说，家庭医生走进基层、留在基层关键需要赋予
其与工作内容、要求、目标相匹配的治疗权、费用控
制权等，明确家庭医生在医疗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激励家庭医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

朱恒鹏说，还可借鉴国外经验，逐步放开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市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鼓励企业
参与基层医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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