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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引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湖北省财政厅

2008年，湖北省在仙桃市、洪湖

市、监利县各选择一个乡镇开展村级

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试

点，其他县市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选择

部分乡镇或村开展试点。一年来，试

点推进了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增加 了

农民收 入。

界定奖补范围，明确补助标准。

考虑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现有支农

项目相衔接，避免重复补助和遗漏，

湖北省规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范围

主要 包括以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

为基础、目前支农资金没有覆盖的村

内水渠（灌溉 区支渠以 下的斗渠、毛

渠）、堰塘、桥涵、机电井、小型提灌

或排灌站等小型水 利设 施，村内道

路、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等村级公 益

事业建设。超过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规定的筹资筹劳限额标准、举债兴

办的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等项目，不得

纳入奖补范围。已得到财政资金支持

的项目，也 不得 纳入奖补范围。为提

高奖补资金的示范作用，引导和激 励

农民筹资筹劳，湖北省将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标准暂定为 ：一事一议 筹资开

展村级 公 益事业建设的，在年人均筹

资15元限额内，给予实际筹资额 50%

的奖补；投工投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的，在年劳均 10 个标 准工 日限

额内，对实际投工 日数按每个标准工

日 8元的标准折资，给予实际折资额

50% 的奖补；行政村用集体积 累开展

村级公 益事业的，其集体积 累支出额

度超过本村农业人口 年人均 15元限

额 总额 的，按人均 15元限 额的 50%

给予奖补，集体积 累支出额度低于本

村农业人口 年人均 15元限额总额的，

按实际支出额的 50% 给予奖补。

规范奖补程序，严格组织验收。

湖北省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采取逐级

申报、项目化 管理、先建后补的办法。

在财政奖补项目申报程序上，必 须由

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行政村申

请，乡镇政府对奖补项目的合规 性、

可行性 和有效性 进行初 审，县级 综

改、财政、农业部门按职责审查批准，

并将审查批准的项目汇总上报省级 综

改、财政、农业部门审核备案，作为

拨付奖补资金的依据。在财政奖补资

金拨付程序上，必 须由行政村向乡镇

政府提出资金拨付申请，乡镇政府审

核后向县综改、财政、农业部门汇总

上报 奖补资金申请表，县综改 办接到

申请表后，组织财政、农业等部门对

经审核批准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

验收。验收合格后，财政部门将合格

项目的 奖补资金拨付到乡镇财经所，

再由乡镇直接发 放给项目议事主体。

项目验收责任主要在县市，项目建设

完成后，必 须由县市综改、财政、农

业等部门组成专班，严格 组织验收，

将奖补资金拨付额度与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挂钩，实行目标兑现。各地也积

极探索，创造性 开展工 作。洪湖市在

项目验收 上实行百分制考核，将一事

一议议事程序、申报审批 及项目实施

过程、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作为考核

内容。凡 考核得分在 90 分以 上且 没

有一票否决的项目为合格 项目。未达

到 90 分的，待整改 完成重新验收 合

格后，再行拨付奖补资金。

严格资金监管，确保政策落实。

一是加 强奖补资金管理。试点乡镇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全部设立了专用

科目，实行 专户存储，单独核算。对

实行了村级 财务和资金“双代管”的

村，直接 拨付到村级 账户，确保 专款

专用。二是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县市

综改、财政、农业部门定期对奖补项

目及资金使 用合规性、规范性 和有效

性 进行 检 查，发现 违反 政 策规定截

留、挪用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资金和奖

补资金的行为，责令纠正，追回 资金，

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洪湖市峰

口 镇每个村都从村组干部、民 主理

财小组成员和群众代表中选出 3 -7人，

成立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项目工 程理事

会，专门负责工 程招投标、工 程监理

和工 程 验 收。三 是实行财务公 开制

度。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建设

内容、筹资筹劳数量、奖补金额等纳

入村务财务公 开范围，及时向村民公

布，接 受群众监督。四 是建立档案管

理制度。建立一事一议奖补项目档案

或数据库，将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的会议记 录、村民签字、筹资筹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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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奖补项目的申请表等相关原始 材

料汇总归档，规范管理。五 是坚持建

管结合。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

有、谁养护”的原则，明确一事一议

公益设施的所有权，落实养护责任主

体，防止 因管理不 当、养护不力，造

成公益设施受到损害和破坏，挫伤村

民积极性。洪湖市峰口 镇规定一事一

议财政 奖补项目工 程 必 须结转村集

体固定资产，并明确了管护责任，成立

了峰口 镇一事一议 财政 奖补项目公 益

设施管护巡查小组，逐步建立起农村

公益设施的管护网络。

通过一年的实践，湖北省村级 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试点

工作进展顺利，试点地区基本建立起

“农民自愿筹资筹劳，政府奖补资金

引导，筹补结合，多元投入”的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投 入新机制，扎 实有效地

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改善

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由于制度合理，

补助有方，管理规 范，试点地区基层

干部群众和部分企业参与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的积极性 大为提高，农民群众

积极出资出劳，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有

效地推动了村级 公 益事业的发展。据

统计，包括省级试点县市在内，全省有

47个县市开展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工作，涉及 2249个行政村，农业人

口 322.9万人，劳动力 173.14万人，完

成建设项目 2835

项，其中，新建

和 维 护 组 级 道

路 5 47 8.0 8 公

里，新建和维护

桥 梁 777座，疏

挖 沟 渠 1646.64

千米，新建和维

修 泵 站、 涵 闸

1622座，植树造

林 7.83万 亩，环

卫设 施 2550 项，挖 堰塘 95个。这些

项目的建成，使试点地区农民的生产

条件和生活环境大为改善，农村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

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带动

了社会投资。通过实行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充分发挥政 策引导和财政资金

示范带动作用，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

的积极性，初 步形成了政府补助、部

门帮扶、社会捐赠、企业赞助、乡村

自筹和农民筹资筹劳相结 合的村级

公 益事业建设新机制，促 进了经济发

展。据 统计，省、县 两 级 财政仅下达

5575万元 奖补资金，带动试点县市村

民筹资 1.27 亿 元，投劳折资1.38亿

元，集体自筹 1.32亿 元，社会捐赠、

企业赞助等1.14亿元。

增加了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民

减负增收。通过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推

动农村基础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农业 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仙

桃 市张 沟镇是个农业 大镇，有两 大

主导产业，即先锋村黄鳝养殖基地

和 西干渠 沿 线优 质水稻 种植 基地。

2008 年，镇政 府将村级 公 益事业建

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与两 大产业 发

展有机结合起 来，一方面，通过奖补

项目对村内 17条沟渠进行了集中清挖

和除障，提高了种养殖水源和水质，

仅 东升村一年就节约排灌水费 2 -3 万

元 ；另一方面，通过奖补项目硬化通

组公 路 31.7公 里，修复破损路 面 15

公里，为农资产品 购进和农副产品 外

销提供了便捷的交通，2008年，张沟

镇新增网箱养鳝 4万余口，增加收 入

2000 多万元，人均增收近 400 元。同

时，在一事一议 财政 奖补项目建设过

程中，能够有效增加 就 业 机会，促进

农村劳动力就 地就 近转移就 业。仙

桃市张沟镇联 潭村在公 路 施 工 过程

中，就 招收了当地部分村民，一般小

工 报 酬 80 元 /天，瓦工、泥工 等100

元 /天。

推进了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密

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一事一议

民主议 事机制，实行财政奖补实施过

程 和结果公 开、公正，发动群众积极

参与村务管理，调动了干部群众的民

主议事积极性，提 高了村民的民主参

政意识，增强了干部责任心，乡村干

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党群干群关系

更加 密切。洪湖市峰口镇直岭村夹河

而居，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南岸一

直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虽然多次

想修，但钱怎么出、工 怎么派、怎么管

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这条路

也就成了全村 482 家农户的心结和期

盼。2008年该村纳入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试点后，村干部积 极 宣讲了政 策，

村民疑虑顿时消除，积 极 议 事，主动

出资出劳，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村

里还选举成立了直岭村公路建设理事

会，进行了明确的责任分工，建立了财

务公 开、质量监督和资金结算等管理

制度。年底，一条长 3200 米、宽 3米

的石子路建成后，村民感慨地说：“我

们筹资出点钱真是值，盼了 8 年终于

修成了这条路。过去北岸人和南岸人

为路 堵心，现在两条路连通了，人心

也就连起 来了，财政 奖补延伸了致富

路啊！”

责任编辑  王 文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引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