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为的发生，直接影响到财政补助资金发放、地方税收和

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

二是异地购车补贴 款由谁支付应予以 明确。《 汽车摩

托车下乡实施 细则》中没有对“异地购车”的具体补贴方法

作出规 定，是在购买地还是回 户口 所在地领取补贴 没有明

确，这就给 地方政府找到了推脱 补贴的理由。因此，需要

进一步规 范和明确异地购车的补贴问题。

三是下乡标识使 用和车辆登记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

按照规 定，享受下乡补贴的汽车摩托车产品 必 须在车身外

部显著位 置贴好 标识，标识由车辆生产企业按照要求同

式样制作，并随车提供 给经销商。但 在实际 操作中并不

规范，标识 尺寸、颜 色和喷涂粘贴 方式不一，有的甚至不

粘贴。而根据要求，乡级 财政部门必 须在审验贴在指定位

置的下乡标识后，方可将补贴资金拨付给车主。另外，《 汽

车摩托车下乡实施 细 则》规 定享受补贴的汽车摩托车，购

买后 两年内不得转让所有权。如 果车辆上没有粘贴或喷涂

“下乡标识”，机动车管理部门无 法执行这一规定。笔者认

为，可在车辆登记证书的“备注栏”或适当位 置标 注“下乡

产品”字样，并在机动车管理系统中添加相关记录。

四 是适当延长补贴时间，限制地方保 护主义。从农村

实际来看，有购买意向的农民手头最宽裕的时候通常是在

秋收售粮后及 春节之前。而汽车下乡政 策却在春节之后出

台，且 到今年底就 要结束，离下一个春节尚有一段 时间，

显然不是农民最舍得花钱的时间。另外，政 策实施的前几

个月，许多农民还处在观望期，企业和经销商刚铺开摊子，

补贴优 惠期就该结束了。由于政 策执行时间偏短，政 策的

内需拉大效应可能没有预 想的大，因此，应考虑适当延长

补贴 时间。此 外，各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本省车辆的销售，

纷纷出台补贴措施，构筑起“诸侯经济”的铜墙铁壁，如鼓

励 政 府采购在购车和报废 更新车辆时，按规 定标准首选

本省产品 ，对新购本省产品 的用户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

验证费等。这种“优先购买本地产品”的地方政策让一些企

业 感到不安，也限制了农民自主选择的余地，应当加以 限

制，以促进公 平竞争。

五是改进和完善补贴管理系统。汽车摩托车下乡财政

补贴信息系统的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应适当增加一些查

询功能，以 方便基层财政人员分析和排查。例如对同一厂

家同一型号的车辆售价进行比 对分析；对同一购买人或

使 用同一户口 本购买多辆汽车摩托车的进行自动筛查。另

外，由于系统 存在不同版 本，版 本之 间的数据无 法方便地

实现共享，给实际工作带来不便，因此，应统一版 本。

六是建立联合办公 服务窗口，强化 联合执法。农民购

买汽车涉及的部门较多，各种审批手续较 为繁琐，势必 增

加农民购车的实际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汽车下乡可以摒

弃“家电下乡”的一些繁琐程序，成立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

公 共服务窗口，提供 一站式服务，简化 程 序，快捷办理。

同时，为了保 证 汽车摩托 车下乡工 作按 照国家规定运作，

确保财政补贴资金安全，要加 强与物价、工 业管理、公 安、

商务、质检 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形成监管合力，扎实有序

地推动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深入开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正 定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撷英集萃

依托信息化推进乡镇财政管理精细化

陈立新

江西省上高县从 2005年开始 着手改革乡镇财政管理方

式，先是实行了“ 乡财县代管”改革，2007年又推行了财政

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改革。两项改革依托网络信息技术

将乡镇各项财政资金集中整合到一个口 子进出，实行“一个

漏斗向下”管理，推进了乡镇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规范化。

为了从源头上管住乡镇资金，确保所有资金纳入一个口

子管理，上高县统一了乡镇账户设置，撤销了原各乡镇财政所

在当地信用社设置的“预算内结算账户”和“预算外结算账户”，

取消了乡镇财政总会计，由县乡镇财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县乡

财局）统一在信用联社开设“预算内账户”和“预算外账户”结

算户，用于管理和核算14 个乡镇的所有预算内、外资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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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只保留“工资专户”、“支出专户”、“专项资金专户”三个支

出账户。同时，统一了乡镇资金收付方式。乡镇预算内外、其

他收入全额上缴县乡财局统一开设的结算户。支出由乡财局

统一下拨，乡财局按不同类别将资金从预算内外结算专户直

拨到乡镇的“工资专户”、“支出专户”、“专项资金专户”。本着

方便、简捷的原则，为各乡镇建立了备用金制度。此外，统一

票据管理。乡镇使 用的收费票据统一到乡财局领用、缴销，

实行“限量使用、定期缴销、票单同行”管理办法。

为改 变财政管理中的手工 拨款、手工 记账等传统工作

方式和方法，上高县实施了“ 乡财县代管”和财政惠农补贴

“一卡通”支付县乡联网，将县、乡财政核心业务管理职能

与信息化管理 系统 紧密结合起 来，在建立健全“乡财县管”

和“一卡通”支付相关制度、办法、操作流程的基础上，构

建了一个集指标管理、拨款管理、资金管理、总会计账务核

算、乡镇单位会计集中核算、汇总统计、领导查询为一体的

自动化 财政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该 系统连接 全县 14 个乡镇

场财政所，覆盖全县 24万农户，对乡镇所有收 入、支出实行

多层次的集中监控管理，实现了乡镇人员工资统 发到个人账

户，涉农专项资金直达到用款单位和劳务供应者，财政收 入

直达国库，公 用经费直达用款单位，各项财政惠农补贴资

金直达农户“一卡通”存折。网络信息化也为资金的管理和

监督提供了技术保障，乡镇每项收 入的来源、性 质、构成，

每笔支出的用途、流向都一目了然，实现了资金拨付、核算、

监督的一体化。

乡镇财政管理主要业务信息系统的建成，规范了乡镇收

支行为，通过以 票管收，所有收入、资金全部由县乡财局统

管，防止了乡镇乱收费、乱摊 派、乱举债，堵住了资金管理

漏洞 ；支出通过网上申请、审核、拨付，保证了资金及时到

位，有效抑制了乡镇乱开支行为。同时，加强了财政监督。涉

农资金特别是各项惠农补贴资金的集中整合，“一个漏斗向

下”管理，“一卡通”发放，构筑了资金运行的“绿 色通道”，

减少了中间环 节和行政干预，防止了资金 的截留、挤占、挪

用、抵扣。此外，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和工作效率。运用电

算化 软件系统规范了会计核算业务，保证了会计核算资料

的真实、完整、及时和统一，乡镇财务开支实行集中核算，

将乡村经济活 动置于财政部门的监督之下，对收 支中存在的

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规范了乡村收支活动，提高了工

作效率。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高县乡镇财政管理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读书 ·艺苑

“税”月如歌

舒 瑾

悠悠“税”月，漫漫人生。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从

一个对税收一无 所知的女 孩成长为一名奋斗在税收一线

的女税官。一路走来，逝去的岁月宛如 一首旋律动人的交

响乐，时而欢快激昂，时而低 沉 哀怨，伴随着我度过了人

生中最美好的金 色年华，也融入了我无限的青春激情和辛

勤汗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回 忆。

五 月的一个周末，一家人驱车回 乡下老家。途中，爱人

开着车子沿着新铺的柏油路 七转八转，来到了一个盖了许

多新房的小山村。一下车，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扑面而

来。许久，才恍然大悟，是坑下村——我心里一个永恒的情

结。霎时间，记 忆的潮水在心 里 汹 涌澎湃，往事历历 浮现

在眼前。

那是十七年前，我刚刚分配到梅源税务所工作。当时，

回 城的路 晴时尘土飞扬、雨时泥泞不 堪，乡村生活 简单乏

味，年轻的我有些不适应，在工作和生活中闹了不少笑话，

同事们戏称我为“娇小姐”。

寒冬十二月，又 到了农业税的扫尾阶段。所里兵分几

路，我被安排跟随老叶到云丰乡去配合 当地助征 员拔“钉

子户”。这“钉子户”在乡里颇有些名气，他原本是一名和老

叶同年退伍的军人，因为种种原因未安排工作，便每年以

拒交农业税 来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几 年下来，他成了令历

届乡政府、税务所头疼至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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