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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习近
平 5 月 23 日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审计担负重要使命，
要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审
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做好新一
届中央审计委员会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全局性、
长远性、战略性问题，加强审计领域战略谋划与顶
层设计，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审计委
员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审计委员会副主任李希出席会
议。

会议听取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2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报
告的汇报，以及关于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的汇报等。

会议强调，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推动审计体制实现系统性、
整体性重构，走出了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审计新路

子，审计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是深入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党中央对审计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细化实化制度化。二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
化。三是审计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主动性更强、契
合性更高，独特监督作用更加彰显。四是审计整改
总体格局初步成型，审计成果运用贯通协同更加顺
畅、权威、高效。

会议指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总
的要求是在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上聚焦
发力。要如臂使指，增强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
功能，把党中央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要
如影随形，对所有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审计监督权无一
遗漏、无一例外，形成常态化、动态化震慑。要如
雷贯耳，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打造经济监督的“特种部
队”；做好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形成监督合
力。

会议要求，要扎实做好今年的审计工作，突出
重大问题加大审计力度，促进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好、落实好。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大对
重大项目、重大战略、重大举措落实落地情况的监
督力度。聚焦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继续盯紧看好
宝贵的财政资金，加大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的审计力度。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助企纾困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力
度，推动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聚焦推动兜牢民
生底线，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聚焦统筹发展和安
全，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粮食、能
源等重点领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充分发挥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
的重要作用，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
腐败，坚决查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的腐败，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

会议强调，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
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一体推进。要把
督促审计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将审计结
果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参考。对整改
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要严肃问责。

会议指出，今年是审计机关成立 40 周年。党
中央对审计寄予厚望，要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塑造职业精神，提高专业能力。要全面从严
治党治审，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和审计队伍教育整
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
伍。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提
高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力。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
亲自管，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牵头抓总、统筹协调
作用。

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
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强李希出席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投资约 2 亿元建设的 3 号
地铁线一地铁站乘客寥寥，利用率不高成“孤岛”，
引发社会关注。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民生工程投
资浪费、百姓不满？“新华视点”记者展开追踪调查。

地铁站周边杂草丛生地铁站周边杂草丛生，，附近居民绕道而行附近居民绕道而行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宁波市 3 号线一期高
塘桥地铁站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大片刚收割完的油
菜地里，周边约有农田 60 亩。其中 A、B 两个出口
由一条便道联通远处的宁姜公路，目前可以通行；
C、D两个出口被挡墙封闭，出口大门紧闭，周围杂
草丛生有半人高。

正在菜地里刨土豆的顾姓村民告诉记者，“这
个地铁站建在农田中间，不上不下，平时没几个人
坐，我可以在这里开荒种地补贴家用。”

居住在和顺家园小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住
进小区 3年多了，很少到高塘桥站坐地铁。因为这
个地铁站与和顺家园小区中间隔了条河，没有道路
通行，居民需要绕行近3公里，还不如坐公交车。

据了解，与高塘桥地铁站直线距离仅 100多米
的和顺家园小区，居住着 2500 多户 3700 多人。“门
口有地铁站却坐不了，居民很不满意，反映三年多
时间了。”和顺社区干部说。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5年7月高塘桥站选址获批，2017年车站出入口施
工，2019年6月建成通车，整个工程花费约2亿元。

据《宁波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预测，3号线一期工程2018年开通后，日均
客流量为 1.13 万人次/公里，2021 年为 1.5 万人次/
公里。但事实上，目前日均客流量为 6000人次/公
里至7000人次/公里，仅为规划预测的一半左右。

为什么投资巨大的地铁站乘客寥寥？“因为高
塘桥站建在基本农田里，周边规划的商住项目没建
起来。连接和顺小区的道路又涉及占用基本农田
问题，迟迟动不了工，导致站点日均客流量偏少。”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宁波市，高塘桥站面
临的困局并非个例。例如，与高塘桥站临近的句章

路站同样被农田“包围”，其 C、D 两个出口大门紧
闭，建而未用。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句章路站周边300米范围内，有永久基本农
田约68亩。

““超前引领超前引领””的规划的规划，“，“先上车后买票先上车后买票””的心态的心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国家能源、交
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
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
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为何明知该地为基本农田区域，仍将高塘桥地
铁站点布设在这里？记者就此采访了宁波市有关
部门和相关专家。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称，将站
点设在基本农田区域，主要是原城乡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有局部“不合一”的情况，存在规划先行问题。

在2013年“宁波市鄞州区‘陈婆渡（后改为高塘
桥）—黄隘’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图”上，记者看到，
10年前，高塘桥站周边的基本农田被规划为商住用
地，而当时的宁波市土地利用规划还是将这片区域
划为耕地和基本农田。

“为凸显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超前引领作
用，原宁波市规划局核发了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
程建设项目的选址。”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
关负责人解释说。

对于这种说法，一些宁波市民并不认可。他们
认为，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地铁应布设在城市客运
量大的主要客运通道上。地铁线路间及地铁与其
他交通系统间的衔接，应做到换乘安全、便捷。把
地铁站建成“孤岛”，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地铁的思
路，值得商榷。

此外，地铁站投入使用至今已近四年，为何部
分出口荒废、配套道路“断联”现象迟迟未有改观？

当地部分干部透露，先前的考虑是，想利用后
续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的窗口期，对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进行适当调整，逐步推进站点周边道路及商品房

的开发。但后续由于机构调整等原因，现有规划落
地及配套设施建设情况难以推进。

高塘桥站附近居民反映，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规划和建设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地铁站连出口
都不能完全用起来，不仅造成国家投资浪费，也没
有给周边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记者采访的一些规划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高
塘桥站的遭遇，折射了一些地方“先上车后补票”的
发展心态，总觉得可以先把事情“张罗”起来，事后
再利用国家政策调整的机会“补合规手续”。

耕地保护耕地保护““红线红线””不能逾越不能逾越

宁波市相关部门向记者反馈了一些改进问题
的措施。

“根据最新国土空间规划，高塘桥站周边已纳
入城镇开发边界以内，联通和顺小区与高塘桥站的
中惠路已具备建设条件，目前该公路已完成选址预
审、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工作，争取在今年9月
份完成土地报批、10月份开工建设，解决高塘桥站
部分出口难以通行的问题。”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副局长汪乐军说。

当地干部表示，他们正对全市 127个已建好的
地铁站口进行摸排，全面搞清楚哪些地铁站口存在
建好后使用效率不高、周边群众出行不方便等问
题，加强联动对接，分类分析，有效改进。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马远
军认为，重大基础设施布局“超前引领”的“度”如何
把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将耕地保护、城
市开发综合考虑，一定要提高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
目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合规性。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蔡斐建议，要继续深入推进
土地规划、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等多规合
一、统筹兼顾，把“一张蓝图干到底”落到实处。

更重要的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建设考虑，无
论地方城市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耕地保护这一‘红
线’始终不能逾越。”蔡斐说。

新华社杭州5月23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平、顾小立

投资约2亿元建设的地铁站为何成“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