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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用过的立体车库没有使用过的立体车库
满是灰尘和飞絮满是灰尘和飞絮

魏庄安置房配套项目
中的“断头路”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每年中央
财政都会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给予
一定的投资资金补助，涉及的领域包括保障房建设、污染治理、
节能减碳等方面。这些资金对地方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然而，记者前不久在河南省长垣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地一些
中央财政投入建设的保障房配套项目却成了摆设。

按照《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的内容，当时河南长垣列入的项目包括蒲
光社区安置房配套项目、食品公司安置房配套基础设施项目、长
垣县魏庄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这三个项目总共涉及中央预算
内资金4000多万元。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项目实施得怎么
样，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呢？记者对这三个项目进行了调查。

一个车库
标的461万，烂尾了

我们首先来到长垣的和平里小区，这里实施的是计划表中
食品公司安置房的配套项目。按照计划，这里利用中央资金修
建起三座立体车库作为小区的配套。可是居民反映立体车库的
确修起来了，但是根本没有被使用过。

走进这个车库，里面满是灰尘和飞絮，地上也没有停过车的
痕迹。有的地方已经破损，连电路都没有正式通上，有的角落甚
至成了堆放垃圾的地方。立体车库是一种能大量存取储放车辆
的机械设备系统，可以解决地面车位少的难题。建好的立体车
库闲置废弃，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找到小区的物
业了解情况。

河南长垣市和平里社区物业公司经理梁彩云：“到目前为
止，没有把技术管理权转交给我们。”

这个立体车库究竟是谁建的？建成之后又为什么不交付给
物业使用呢？物业经理说，这几座车库都是棚改小区的开发商
申请修建的。

长垣奥起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付彩廷说：“地面停车位因
为怕不够，既然有政府扶持政策，申请立体停车位。”

这位负责人说的政府扶持政策就是中央的专项资金。当时
的申报材料显示，2016年，这个小区也就是食品公司棚户区改
造安置房的立体车库项目以及物业卫生用房一起被列入河南省
保障房基础设施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预计下达投资542万元。
好事为什么烂了尾呢？我们找到立体车库的承建公司了解情
况。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这类立体车库在实际使用中大多数
都不好用。

河南长垣市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主任董鹏说：“车库如果实施
了，对群众也好政府也好，包括个人都有利。结果做成了对群众
有利的没有做到位，而是自己有所收益。”

毫无疑问，车库的承建企业奥起实业成了这个项目最大的
受益者。根据当时的中标文件，他们以461万元的价格中标，建
设123个车位，平均每个车位价格近4万元。而记者在奥起实
业采访时了解到，即使是现在，他们对外开出的市场价格每个车
位也就2万元左右。

市场价2万元左右的价格，到这个小区的项目实施时公司
以近4万元的价格中了标，这中间的利润空间可真不小。即便
如此为什么车库仍然没能正常交付使用呢？记者调查了解到，
这背后的原因和相关部门的项目管理不到位也不无关系。按照
长垣市棚户区改造办当时发布的招标方案，招标的内容不仅包
含立体车库的建造，还明确包括了“安装调试人员的培训、试运
行和交付使用”。

不仅是没有投入使用，实际上，这三座车库连最基础的数目
也没有最后完成。这三座车库共123个车位是在2017年底完
成建设的，可是在2018年6月，车库修建方就收到了当地规划
局的拆除决定书，要求他们在15日内自行拆除其中的一座。

河南长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毛用霞说：“住户也举
报了，说影响采光，所以下了拆除处罚决定书，结果15天时间没
有到，他自行拆除了。”

这个车库拆除之后，公司并没有找地方重建，而是将一堆废
料堆在小区。但这并不影响相关部门在2019年将剩余的近百

万元项目资金尾款全部拨付给了公司。
车位数量不够，也没有交付使用，公司却已拿到了全部466

万元的财政资金。这样一来，后期的试运行、交付运营等问题就
没人再管了。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一个安置房配套项目
1800多万元到位后，没了下文

计划表中的第一个项目结果是资金花完了，车库成了摆
设。计划表中的下一个项目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蒲光
社区安置房配套项目。当地提交申请，计划修建一座幼儿园和
卫生室以及其他相关配套，中央财政总共拨付1800多万元。但
是记者在小区内走了两圈，并没有发现新修的幼儿园。

河南省长城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宋广军说：“本来申请在小区
南区，南区那个地方不现实。原来考虑非常好，规划协调调整不
了，所以说没有弄。两个区域规划好了，不能说冒出一栋楼，肯
定不能这样，所以那时候申请方案想象得很好，最后实现不了。”

幼儿园说是没地方修建，而卫生室又在哪儿呢？在蒲光小
区的门口有一排商业门脸房，开发商说其中的两间门脸房就是
卫生室。根据当时蒲光小区这批配套项目的中标文件显示，
2016年12月，长城建设公司中标了这个项目，而这栋卫生室所
在的建筑竣工日期也是2016年12月，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在招
投标进行时，整个大楼就已经竣工了，这又何来新建卫生室一说
呢？

河南长垣市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主任董鹏说：“先建设后争取
资金，考虑到实际用途。”

说是考虑到实际用途，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卫生室到现在也
没有投入使用。专款专用是我国财政专项资金的基本要求，中
央财政资金在这个项目投入的1800万元到底用在哪儿去了呢？

蒲光社区的这个项目当地向上申请了1800万中央资金，实
际只往下拨付了600万元，其余资金被用在了何处，也不得而
知。根据我国《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未经批准
擅自调整建设标准或者投资规模、改变建设地点或者建设内容
的；转移、侵占或者挪用建设资金的，都属于违规行为。对于这
种现象，当地负责项目监管的市发改部门又如何看待的呢？

河南长垣市发改委城镇发展科科长陈锋说：“我们对它的管
理，起于项目立项，止于项目竣工，这是我们监管的过程，项目竣
工之后我们就交付了，他们使用过程中管理的问题，超出我的职
责范围了。”

一条约560米路
竣工期过了6年依然是断头路

说是项目竣工之后就不归发改部门监管了，可是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计划表中的第三个项目也就是魏庄安置房配套项目，
甚至就没有完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计划，当地要修建一
条约560米的道路，连接起从纬八路到纬十路两条市政道路。
中央财政总共拨付了1700万元的资金，计划将在2017年完
工。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了解情况时，发现六年时间过去，这
条路仍然是断头路，还有200多米没有修通。

陈锋说：“据了解有一段因为拆迁问题，没有完全建完，还有
一部分可能有停滞。”

为了建设这条道路，中央财政1700万元的资金早就拨付到
位，但是路却没有完工。在这条道路的承建公司，记者了解到，
他们实际上只收到了600多万元的资金。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地方发改部门和住建部门应采取措施加强项目建设实施的动态
监管，并对不能按时开竣工、竣工验收不合格等问题的项目将通
过通报批评、收回或扣减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措施予以惩戒。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地对这几个问题项目进行了整改，现在
车库、卫生室等正逐步投入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都是当
地的民生工程，要让中央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真正推动发展、
惠民利民、造福一方，就需要加强对资金落实情况、项目实施情
况的有效监督。如果把中央财政的资金当成唐僧肉，只管申请，
不管项目实施和实际效果，这样的“民心工程”如何能得民心？

一个车库、一个安置房配套项目、一条约560米路

涉及4000多万元中央资金
这三个民生项目为何全烂尾？ 如此“民心工程”

如何得民心？
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最后

却成了让人头疼的糟心事，令人遗
憾，更让人气愤。中央拨付地方项目
的资金是发展当地经济、利民惠民
的，不容浪费。尤其是这笔资金拨给
了安置房项目，意在帮助当地充分改
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如今的尴尬
场面，不仅辜负了中央财政的一番苦
心，而且没有兑现给当地群众的承
诺，着实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地对这几个
问题项目进行了整改，现在车库、卫
生室等正逐步投入使用。事情到此
似乎就暂告段落，但我们的省思不应
结束。这些基础设施是2016年规划
的，现在已经2023年了，这么多年来
难道当地就没有关心一下，这些民心
工程究竟有没有增进民生福祉，有没
有方便人民群众？非要记者来监督
推进才行？应该看到，近些年来，类
似情况不止一次出现。种种案例都
提示着，不缺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成
了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一旦监管
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就会有黑手伸
进来。

而且，整改绝对不是事情的终
点，记者采访过程中所揭露的很多问
题，依然还没有答案。为什么项目实
用性不强却敢伸手向国家要钱？为
什么一个项目当地向上申请了 1800
万元中央资金，实际只往下拨付了
600万元？国家的钱都被用到哪里去
了？其中究竟是否存在，存在多少违
规违纪行为？这些问号都亟待深入
调查来拉直。

而类似的民心工程变成糟心工
程的乱象，其实在一些地方从未禁
绝，总有人不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
不把国家规定放在眼里，不但不将公
共财政资源优先用于改善民生，甚至
连中央专门拨款的项目都敢玩猫腻，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就需要深入
彻查，从严追责，从根源上治理，以守
护民心。

当务之急，就是健全公开透明机
制、监督约束机制，不能资金一到位就

“万事大吉”，还必须将民生工程的落
实情况作为跟踪审计的重要内容安
排。重点关注相关领域政策措施落
实、资金分配管理使用、任务完成和项
目实施绩效等情况。一旦发现猫腻，
就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也有专家
建议，为遏制民生保障领域频出“硕
鼠”大要案，可尝试在一些民生保障项
目中引入第三方机制，让具有代表性
的公民或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进来。

总之，用好中央资金，建好民生
工程，既关乎一地的作风形象，也关
乎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期待更多地方能够汲取教训，持续强
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将每一
项民生工程都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民
心工程。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上游新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