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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 农 村综 合改革工作

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做 好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

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进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

作，要求各地 在积极化 解农 村“ 普九”

债务的基础上，努力化解农村义务教

育其他债务，同时建 立 起制止 发生 新

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清

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是中央深化

农村综合改革、破解“三农”难题的一

项重要战略部署。各地要高度重视，切

实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化债工作。

（一）学习贯彻化债政 策，抓紧部

署化债工作。各地 及有关部门应认真

学习掌握中央化债政策，早下决心、早

做部署。同时，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研

究制定 工作计 划和实 施 方案，明确化

债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尽快下发全面

推进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

的指导性文件，部署化债工作，把中央

政策要求传达到基层、落实到实处。

（二）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明确化

债工作 重 点。刚刚启动化债工作的北

京等 17 个第二批试点省份和中央直属

垦区、林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着

重 建 立健全化债工作 机制，加强制度

建设，完善政策措施，规范工作程序，

做好债务审计锁定、资金筹措、方案制

定、债务偿还、新债防控和信息报告等

工作。尚未化解完农村义务教育其他

债务的首批试 点省份，要积极做 好农

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的清理化解、新

债防控、信息报告等工作。已化解完农

村义务教育债务、尚未开展中央考核验

收的首批试 点省份，要主动做 好纠错

纠偏、自查自验和“回头看”活动，解决

遗漏问题，在 此 基础上向工作小组提

出考核验收申请，同时做 好新债防 控

工作。已化解完 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并

通过中央考核验收的首批试点省份，要

认真查缺补漏，特别是要对考核验收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做 好整改 工作，及

时将整改情况报工作小组备案 ；同时，

要继续完善并落实新债防控政策措施

和制度办法。

（三）科学制定偿债规 划，尽快 上

报化债实 施方案。各地要根据中央提

出的化解全 部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目

标任务，结合审计锁定的债务规模、财

力状况、基层反映等情况，实事求是地

制定年度偿债 规 划和化债实 施 方 案。

17 个第二批试点省份要尽快以省级人

民政府的名义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

务工作实 施 方 案报 工作小组审批，中

央直 属垦区、林区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

团也要按规定向工作小组报批化债实

施方案。首批试点省份中未化解完农

村义务教育 其他债务的省份，要 研 究

制定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的偿

债规 划和化债实 施方案，并以省级 农

村综 合改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工作

小组上报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

的实施方案。如果地方财政特别是市、

县财政 筹资确有困难，可适当延长化

债任务完成时间，以减轻地方财政预

算压力。原则上，偿债完成时间比原计

划延长 1—2 年为宜，全国力争在 2011

年基本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化债任务。

（四）认真落实筹资责任，确保资

金及时到位。省级财政要切实负起统

筹全省筹资的责任。一方面，要尽可能

地加大 筹资力度，减 轻市县财政的筹

资压力 ；另一方面，指导和督促县级财

政，既要努力做好各项化债基础工作，

又要积极 筹 措偿债资金。农村义务教

育实 行的是以县为主的体制，县级 政

府要承担 起相应的化债 责任。有条件

的市级财政也要承担一定的筹资责任。

中央财政将对地方化解农村义务教育

其他债务给予适当补助。

（五）认真开展“回头看”活动，做

到善始善终。一是不要遗漏债务。有遗

漏的地方应尽快 化解遗漏债务。二要

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监管系统。

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已有 17 个省份的

债务数 据 进 入了监管系统。各地特别

是没有录入数据的省份，要尽快将债务

数据录入系统。三要规范偿债程序和

支付手续。各地要建 立和实 施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债权人申请和偿债资金支

付 审核制度以及偿债销号制度，确保

偿债程序规范、透明，确保偿债手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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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长论坛

整、合法，确保偿债资金直接支付到债

权人。四要加强化债档案资料管理。个

别地方的债务台账、监管系统、支付手

续、销账管理等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

在一定程 度 上 影响了化债 效 果，也留

下了隐患。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确

保每 个阶段的工作都 有据可查。五要

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建立起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定期

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

体系和制约机制，确保 化债工作平稳

进行。

（六）尽快出台防控新债的制度办

法，坚决制止新债发生。各地要把制止

农村义务教育新债作为当前化债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从地方实践 来

看，江苏、福建、宁夏、吉林等省区已

经制定出台了制止 新债的政策措施和

具体办法，新债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 ；其他省份应针对薄 弱环 节，认 真

做好新债防控，积极总结有关经验。

（七）做 好 信息报告与宣传，营造

良 好的工作氛围。在推 进化债工作的

过程中，信息报告的及时准确必 须坚

持。各地 要在每月 5 日前 报 送 本 地 上

个月的累计化债工作进 展情况。在化

债 过 程中，如出现 突 发 性 事 件，要 在

妥善处理的同时，即时上报有关情况。

并且要加强调查研究，搞好典 型案例

分析，跟 踪 化债 动态，妥 善 解 决 化债

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总 结上报

好 的经验 做 法。同时，要加 强化债 宣

传工作，要让 广大 农 民、基 层干 部及

社会有关方面了解化债政策和化债效

果，争 取 各方 面 对化 债 工作 的 理 解、

支持和监督。财

（作者为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小组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张  蕊

近年来，安徽省将“创新推动”作

为加速崛起的战略之一，通过自主创新

建设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促 进产业升

级。2008 年设立了合芜蚌（合肥、芜湖、

蚌埠）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探索推进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和体制

机制。

资金支持  示范带动

省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自主创新

资金 6 亿元，专项支持试验区“以企业

为主体、高新区为载体、产学研一体”

的创新体系建 设。合芜蚌三市也都分

别建立起市级财政自主创新专项资金，

并确保 这一 投 入要高于其他市、高于

同期省级 投 入。省市自主创新 专项资

金不仅“滋润”着创新型企业，还撬动

起巨大的社会资金。据初步统计，2008

年以来，合芜蚌三市重点向奇瑞、江淮

汽车、京 东 方、马钢、方特 未来世界、

蚌埠普乐能源等创新型企业投入资金

17.77 亿 元，带 动 社 会 投 入 257 亿 元，

用于支持 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和关键性技术 攻关，以增强企业的

核心竞 争力。以合肥市 京 东 方 项目为

例，财政 补贴是 5000 万元，而社会总

投资 规 模 达 到 175 亿 元，乘数 效 应 为

1：350，真可谓“四两拨千斤”。

2009 年 6 月，总规模为 10 亿元以

上的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以

下简称“省引导基金”）启动，带动合芜

蚌三市也建立起市引导基金。目前，省

级已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招募确定了省

内外 4 家投资公司，省引导基金各投入

1 亿元，带动社会资金 12 亿元以上。此

外，省财政还拿出 1 亿元设立了合肥公

共安全创业投资公司、芜湖瑞建 汽车

科技产业投资公司，引导社会资金 6 亿

元以上。同时，在省市两级引导基金的

支持下，三市设立了8 只创业风险投资

基 金，吸引资金 19 亿 元、创投机构 10

余家，选定投入早期创新型项目 30 多

个。引导基 金 并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

业务，而是主要通过扶持 创业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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