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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住房保障制度  
缓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谭阳宇  严汝云  关 敏  李雪莲

实施住房保 障制度以 前，四 川省南溪县城市低保家庭

近 6323户，其中住 房困难家庭达 1125户以 上，总人数约

3753 人。最低 收 入家庭人均住 房面 积 不到 8 平方米，不

足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 35% ；最低 收 入家庭年收 入不足

6300 元。2007年 8月起，该县把 县域经 济发展同改善低

收 入家庭居住 条件相结合，正 式启动城镇住 房保 障体 系

建设，并制定了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实施意见、廉租住

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

2008 年，对原有住房保障方式进行了整合和创新，基本形

成了以 廉租住 房为重点、面向低收 入家庭、多层次的住房

保障体 系，低收 入家庭住 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一是确保 廉租住 房政 策覆 盖面。南溪县对家庭年收

入不足 12600 元、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 8 平方米以 下的住房

困难家庭，实行廉租住 房制度，通过租金补贴和实物 配

租 方式解决其住 房困难。2007年，新建廉租住房 66 套，

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 50 平方米以 内。2008 年，政 府把 住

房保 障作为“ 亲民惠民”项目工 程的重中之 重，采取 政府

新建、收 购、改 建以 及 鼓 励 社会捐赠等方式增加廉租住

房 100 套。对廉租住 房保 障用地优先考虑，将县城黄金

地段的土地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对廉

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收 入和住房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

查，采取申报、核实、公 示、建立实名制档案等一系列严

格程 序，确保 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家庭住有所居。2008 年，

645户符合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最低收 入家庭，均通

过租金补贴 和实物 配租 相结合的方式得到了保 障，最低

收入家庭廉租住 房保障覆盖率达 100% 。

二 是 改 进和规范经 济适 用住 房制度。为充分 满足低

收 入住 房困难家庭购房需求，在保证廉租住房政 策覆 盖

面的同时，重点抓好 经济适用住 房建设供应，建立了经济

适用住 房需求预 登记制度。低 收 入住 房困难家庭要求购

买经济适用住房的，提 出申请后 经审查符合标准的，纳入

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范围。同时，还规 定，经济适用住

房属于政策性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必 须严格 经济

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制度；过去享受过福 利分房或购买

过经济适用住 房的家庭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已经

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 又 购买其他住房的，原经济适

用住 房由政 府按 规定回 购。2007年，新建经济适 用住 房

15 套，已有 15户住 房困难家庭喜迁新居。2008 年，根据

保障对象实际需求确定建设规模 6000 平方米的经济适用

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 60 平方米以 内，确保 经济适用

住房房源供应。

三是多元化 、多渠道探索解决其他 群体居住 难问题。

工 业化、城镇化的强势发展，涉及 大量农村群众的拆迁安

置及城镇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为有效解决不符合经

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又 无 力购买市场价商品 住房家庭的住

房问题，南溪县建设了占地 35000 平方米的安置房 400 套。

建设 建筑面积 48000 平方米共 500 套的安置住宅小区，实

现城市整体规划与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同时推

进城中村改 造，2007年，拆除旧房屋 6500 平方米，排危搬

迁困难居民 100户。2008年，着力加 强城镇住房保障建设

与城中村危旧房排危搬迁相结合，进一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全面加 强排危搬 迁中低收 入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

（作者单位 ：四 川省南溪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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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英集萃湖北谷城财政扶贫有成效

任学发  邓光琴  刘少彻

湖北省谷城县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以 整村推

进为切入点，致 力于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生存条件，促进贫

困地 区经济发展。2005 年以 来，该县 累计投入各 类财政

扶 贫资金 1384 万元，突出整村推进、产业化扶 贫、贫困劳

动力转移培训、搬 迁扶 贫、老区建设等工 作重点，扶 贫工

作取得了初 步成效，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 2004 年底的 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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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加 到 2007年的 3814 元，增长 43% ，全县 两类贫困人

口由 12.84万人减少到 9.53万人。

1.在扶贫对象上，坚持针对贫困群体。将 2005 年底

的 3.6万特困人口（未解决 温饱人口）和 5.5万低 收 入人口

列为重点扶贫对象。并确定了扶 贫开发的 6 个重点乡镇和

30 个重点村，另外确定了4 个老区建设重点乡镇。

2 .在扶贫的决策上，坚持群众参与。把项目的选择权

交给群众，坚持走群众路 线。按照村级 班子有战斗力、贫

困群众有积极性、产业有基础、发展有潜力的要求，分村

制定符合 当地实际的发展规 划并体现“四 个结合”，即新

农村建设与搬迁移民结合、基础 配套与产业发展结合、示

范带动与普及推广结合、开发与保护结合，使公 共服务和

专项扶贫惠及 更多的贫困群众。

3.在扶 贫资金监管上，实行报账制。在会 计核算中

心设 立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专户，实现资金封闭运行。在县

级 财政扶贫资金报账制上做到三规范，即规范报账凭证、

报账程序和检查验收制度，为财政扶贫资金的安全、有效

提供 保障。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采取转账支付方式，由县

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资金从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专户直接拨

付到报账村所在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开设的专户，拨

入到村的扶贫资金通过该专户进行拨付和结算，实现扶贫

资金县村直达。同时，推行使 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系

统 ，及时录入各项数据资料，确保 扶贫资金落实到项目。

4.在扶贫资金的使 用上，做到“四 个坚持”。即坚持整

村推进扶贫，坚持产业化 扶贫，坚持强化农民技能 培训，

坚持搬 迁脱贫。一是以 整村推进为突破口，建设新农村。

从 2006 年开始在全县 16 个村实施 整村推进扶贫， 2007、

2008年又分别启动了新一轮 16个村的整村推进扶贫工作，

按照“多头争取、集中投入、分村推进、群众受益”的原则，

将各类涉农资金分部门下达任务，确保 80% 的项目资金用

在整村推进村项目建设中。二 是培育特色产业，促 进农民

增收。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建设 为着力点，围绕县

委、县政府提出的发展茶叶、蔬 菜、花椒、制种、养殖“五

大产业”的要求和各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确定了对

各乡镇重点扶持的项目。目前重点乡镇的主导产业已初具

规模、形成特色，传统产业由粗放到集约、增加 效益。产

业板块的逐步壮大，成了农民脱 贫致富的助推剂。三 是强

化技能培训，提 高农民素质。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

盲占 4%，初中以 下文化 程 度的占 86%，高中以 上 文化 程

度只占 10%，受到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 16% 左右。财政部

门把加 强专业技能培训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手段，将财政

扶贫与“雨露计划”、“阳光工 程”和新型农民培训结 合起

来，培训补助资金采取“代金券”的形式直补参训农民，每

年培训农民近 7000人。四 是加 快扶贫搬 迁，从 根本上改

善生存条件。把 地处高寒山区、边远地区、自然生存环 境

较差、靠自身能力脱贫无望的农户作为扶 贫搬迁对象，通

过搬 迁实现脱贫。

（作者单位 ：湖北省谷 城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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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英集萃重庆酉阳：建设林牧业富县

敖平富  石斌齐

重庆市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林牧 业。截至 2008 年底，已累计安排林牧

业支出 881万元，较上年增加 541 万元，林牧 业富县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

酉阳森林覆盖率达到 31% ，有着世界上同纬度地区保

存较好的原始 森林。为充分、科学利用林业综合资源，发

展现代林业 ，该县聘请南京林业 大学的专家进行林业总

体规 划，制定了林业产业建设 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三丰收”的发展目标。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逐年

增加 林业建设投 入，保 障重点林业 生态工 程建设、森林

资源监测、森林病虫害测报、生态公 益林病虫害防治和森

林防 火等方面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高效推进。整合各 类支

农惠农资金，进行合并投入、“打捆”使 用，集中力量支持

林纸一体化、生态林建设、速丰林建设等对县域林业发展

具有较 大支撑作用的重点项目。2008年，上级 财政安排酉

阳县林业产业建设资金 39 万元，县本级 财政安排林业产

业建设资金 88.6万元，加 大对林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按照

林业规 划，财政部门还将支持建设 20 万吨 林浆纸厂
，
建设

5—8 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林产业加 工 企业。同时，支持全县

造林 33.5万亩，并在田 间河边，以 每亩地栽 20 株的规格，

造 20 万亩速生杨树林。

畜牧 业是酉阳的传统产业，乌羊、麻鸭等地 方特色产

品 受到市场青睐。此外，酉阳还是重庆市级 无 公 害生猪生

产基地县。为办好畜牧 业，该县提出了“以 大户为依托，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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