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未能有效地共享，财政部门的动

态管理 系统与北京产权 交易 所的资产

交易系统尚未实现 联接。例如，由北

京产权 交易所集中上 缴财政的处置收

入通过报表可以 得到反映，而返回 单

位的处置收入的上缴情况则处于信息

盲点。四 是进场交易的服务有待提高。

由于市级单位分布范围较广，使 进场

交易的服务范围同样广泛，因而对上

门服务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而北 京产

权交易所作为一家中型国有企业，其

本身的网 点较少，因而 实施 过程中也

存在服务不够到位的问题。另外，行政

事业单位待处置资产种类繁杂、分布

零散、品 质参差不 齐，上门服务成本

高，也制约了服务质量。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北京市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 置进场交易，逐

步扩大资产进场交易范围，把审批限额

以 下的资产纳入进来；要继续强化财

政部门对各部门、各单位及北京产权

交易所的监督检查，推动各部门、各

单位树立资产意识，进一步加强管理，

规范处置；要强化 信息交流，加快研

究资产动态管理系统 与北京产权交易

所的资产交易系统的联接，建立财政

部门、主管部门、单位 及 北京产权 交

易所之间的沟通机制，避免信息流失，

以 提高工作效率，强化过程监督；要

推动北京产权 交易所改 进服务，提高

服务水平，可研究与公 物仓建设结合

起来，单位的零星资产经批准处置后，

上交公 物仓，集零为整，形成批量后再

由北京产权 交易所组织公 开处置。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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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百姓解民忧
——河北财政倾 力织就社会救助“安全网”

陈 虹  殷 兵

实现贫有所济、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既 是老百姓盼望已久的现实愿

望，也是建立覆盖城乡新型社会救助

体系的根本要求。近年来，河北财政

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问题，将新增财力进一步向困难群众

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 斜、向

社会事业薄弱环 节倾斜，为逐步建立

以 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为基础，

以 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司法等专

项救助为辅助，覆盖全省城乡的新型

社会救 助体 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

支持。

贫有所济：实现低保全覆盖

家住 沙河市桥西办事处曹一村的

石琢的，今年已 73岁，妻子半身不遂，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全家仅靠他一个

古稀老人耕作几亩薄田 艰难度日。幸

好这几 年政府发放了低保金，解决了

他的后顾之忧，使他过上了平静的生

活。在河北，有超过 264.7万的贫困群

众像石琢的一样享受城乡低保。

河北从1997年开始 建立城镇低

保制度，2005 年实行农村低保 制度，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城乡低保 各

项制度日益完善，机构逐步健全，操

作日趋规范，救助水平不断提 高，基

本实现了应保 尽保。但由于受财力的

限制，长期以 来，河北省低保 水平一

直落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全

省各级 财政 大力压 缩一般性 支出，将

新增财力大幅度投入社会保障事业，

保障范围、保 障标准、补差水平均取

得了明显进展。2008年，省本级 发放

城乡低保资金 3.3503亿 元，同比增加

1.9303亿 元，其中城市低保资金发放

1.6253亿 元，同比增加 7853万元，增

长幅度为 93.5% ；省本级 农村低保资

金发放 1.725亿 元，同比增加 1.145亿

元，增长幅度为 197.4% 。覆盖城乡低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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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对象264.7 万人，同比增长19.1万

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93.5万人，农

村低保对象171.2万人。城市低保平均

保障标准 232 元 /月，同比提高73元；
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 81 元 /月，同

比提高 20元。

与此同时，河北财政在全省范围

内推行了城乡低保资金社会化 发放

“一卡通”式管理，运用现代化 手段管

理资金，减少资金发放的中间环节，缩

短资金支付时间，提 高了资金发放的

透明度，切 实保 障资金安 全、及 时、

足额到位。经过 2008年城 乡低保资

金社会化 发放工 作的全面推行，“政

府定标准，民政管范围，财政保资金，

银行管发放”的城乡低保资金管理运

行机制已形成，全省基本实现城乡低

保资金社会化发放。

2009年，省政府提 出，城乡低保

人均保 障标 准达到城市 245元 /月、

农村 1000 元 /年，为实现 这一目标，

全省各级 财政部门千方百计加 大资金

筹措力度。省级 财政安排城乡低保资

金 9.1亿 元，比 2008年 增 加 5.75 亿

元，增长1.7倍。省级 财政在财力占比

很低（占全省可用财力的 17.6% ，市县

占 82.4% ）的情况下，提 高地方负担部

分的省级比重，由原来的 3：7增加到

5：5，省财政多负担 20% ，并重点向

财政困难地区倾 斜，大 大保证了各项

低保政策的全面落实。

老有所养：使弱势群体
“应保尽保”

五保对象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是 社会 救 助 体 系中最薄弱的 环 节。

2006 年，国务院新的《 农村五保供养

工作条例》颁 布实施，全省实现了农

村五保对象的生活救助由集体供养转

为财政供养，五保供养对象的吃、住、

穿、衣、葬及其未成年子女教育的保

障，全部纳入公 共财政支出范围，并

按照“应保 尽保、按标施保”的要求，

通过全省拉网式调查摸底，及时将符

合条件的农村五保对象全部纳入供养

范围。同时，积 极创新供养服务机构

管理模式，大力推动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建设，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县办中

心型、区域型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五

保对象集中供养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8年，为切实保障供养对象正

常生活，省财政 建立了稳定的农村五

保供养资金筹集渠道，在进一步明确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的五保

供养资金规模基础上，再从一般转移

支付资金中切分一块作为五保供养资

金来源。省级在对下分配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时，对五保供养资金单独测

算分配，从而使五保供养资金有了可

靠的资金来源。2008年全省五保供养

支出 4.6 亿 元，受益 28.7 万人，五 保

供养总人数比新的《 农村五保供养工

作条例》颁布前增加了16万人。分散

供养和集中供养的五保户年人均保障

标准分别达到 1432 元 和 2085元，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新建、扩建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224所，床位数达

到 11.5万张，集中供养率由 2007年的

15% 增加到 40% 以 上。

2009年，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安

排五 保供 养资金 1.92亿 元，比 2008

年增加 800万元 ；同时安排奖补资金

8000万元，用于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配

套设施建设。

病有所医：有效缓解困难群众
“看病难”

2006年的一天，一场噩梦降临到

平泉县道虎沟乡张家店村民张洪兴的

头上，他开始厌食，浑身无 力，全身浮

肿，到医院检查，发现 患上了尿毒症。

突如其来的病魔打乱了他们一家平静

的生活，也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为

了凑够配型及手术费用，家里四 处借

钱，亲戚朋友都借遍了。2008年 8月

20日他开始在解放军 66400 医院住院

手术，总共花费医疗费用 61219.66元 ，

“新农合”给报销了16000元。今年，

张洪兴又先后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复

查4次，又花费医疗费46105.51元，县

合管办及时为他报销了14439.6元。张

洪兴得以 活了下来，全家人都充满了

希望。说起“新农合”，张洪兴由衷地

说 ：“‘ 新农合’不仅救活了我的命，也

救了我们一家子。”在河北像张洪兴这

样尝到“新农合”这枚甜果的普通百姓

举不胜举。

2008 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试 点县（市、区）在 2007年139个

县（市、区）基础 上，新增加 25 个市

辖区和 19个各类开发区、管理区，实

现全面覆盖，覆盖农业人口 5410万

人，参合农民 4671万人，参合率达到

86.33% 。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0

元提高到 40元，加上中央财政补助的

40元，2008年人均财政补助达到 80

元。2008年共筹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资金 416930 万元，其中农民个人缴

费 50295万元，中央、省、设 区市、县

级 财政分别补助 179144万元、93959

万元、45151万元和 48381万元，有力

地支持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深

入推进。与此同时，全省还有 9.6万人

次得到了城市医疗救助，救助资金达

9711万元 ；资助城镇居民 参加 基本

医疗保险 26.1万人，支出资金 5366万

元；有188万人次得到农村医疗救助，

支出资金14031万元。有效缓解了城乡

困难群众“大病拖、小病扛”，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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