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财政
改出一片新天地

李景治

从 2005 年开始，作为欠 发 达地区

的山东省宁津县，为将有限的资金全部

用到刀 刃上，立足于解决 实际 问题，一

手抓增收一手抓节支，大胆探索财政改

革新路子，群众从改革中得到的实惠越

来越多，叫好声越来越响。

乡财县管：堵住了乡镇财政的
“无底洞”

“现 在乡镇教 师的工资都由县里 统

一发放，我们 夫妻俩每月三千多，连一

半也花不 了，日子过得很舒服…… 这下

让我上访我也 不去了！”说这话的是宁

津县杜 集镇的退休教 师仝金河，曾是全

县有名的上访大户，夫妻俩都是初中教

师，从 2000 年到 2001年连续 14 个月未

领 到工资，只 能 靠借债度日，为此仝 金

河带头上访 30 多次。可自 2005 年以 后，

全县 再 没有一名教师 为工资的 事上访

过，因为这一年县里实行 了乡财县 管改

革，各 乡镇的干部教师成了这项改革的

最大受益者，从此都能按时领 上工资了。

农村税费改 革后，乡镇财政收 入

锐减，逐步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 地。到

2004 年底，宁津县 乡镇 实际 债务余额

达 9726 万元，而 乡镇 地 方财政收 入仅

2542 万元，总支出达 9651 万元，大部分

乡镇都在靠借债勉 强维持运转，工资拖

欠严重。在财政极 端困难的同时，花钱

大手大脚问题却普遍存在，仅招待费一

项，一般的乡镇每年都在几 万甚至十几

万 以 上。为帮乡镇财政走出困境，2005

年初，宁津县 开始推行 乡财县管，完善

乡镇财政体制，按税种划分乡镇财政收

入的范围和比例，科学合理确 定乡镇财

政收 支基数。乡镇教师工资和离休人员

工资上 划县级管理，公职人员工资实行

县级统一代 发；乡镇财政所划归县财

政局垂直管理；建立乡镇财政增收激励

机制，将财政收 入增长情况 与乡镇公用

经费、政绩考核双挂钩；建立乡镇财政

支出控制机制，落实乡镇债务清偿制度，

把乡镇增减债务纳入乡镇政绩考核。

制度 完善了，运行规范了，乡镇财

务状况 迅 速好转。2005 年到 2007 年，

全县 乡镇国税收 入由 2236 万元 增加 到

7706 万 元，增 长 2.5倍，地 税收 入由

1213 万元 增加 到 3728 万元，增长 2倍。

乡镇债务减 少 2200 多万，占总债务的

24% 。三 年间各 乡镇未增加 一个编 制，

公 用支出每年比 改 革前减支近千万元。

以 公务用车维修 为例，20 05 年实行 政

府 采购定 点 维修后，仅花了 21 万元，为

2004 年的 8.75% 。

还是 那些人，还是 那些事儿，但乡

镇的日子越 来越好过了。

部门综合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

建立了财政支出的“总阀门”

乡镇财政改 革的巨 大成功，坚定了

宁津县深化财政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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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半 年多的充分 酝 酿之后，2008 年

初在全县所有 83 个行政事业单位推行

了部门综合预 算和国库集中支付 两项改

革。综合预算改革，将各单位预算内外

资金 全部纳 入部门 预 算管理，基本原

则是核 定基数、超收 分成、欠收 减支
、

自求平衡。各 单位收 入和支出完全脱

钩，所有收 入全部进国库，然后按 统一

标准核 定各单位支出，解决了部门之间

苦 乐不均的问题，也杜 绝了乱收费、滥

罚款现 象，优化了经济环 境。

改 革 初 期的 清查中，曾发 现 有一

个单位有 18 套账、近 30 个账户，会计

自己都记 不 清本单位到底有多少个账

户，还有大量资金分散存放在十三四 个

私人存折上，其混乱程 度让 人触目惊

心。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彻底杜绝了这种

现 象。改 革后，各 单位只 允许设 置一个

“零余额”账户。县直部门全部用统一的

财务软件实行电脑记账、全县联网，便

于财政部门随 时对各 单位进行监督核

算。财政局各 科室的账 户和 资金 全部

纳入国库科集中管理，制定了简便 高效

又相互牵制的账务处理程序，每笔资金

都要由业务科室、预 算科、国库科、支

付中心等六个环节审核 才能拨付，资金

使 用更加 透明，实现了“管钱的不拨钱、

拨钱的 不花钱、花钱的不见钱”，不仅

管住 了铺张 浪费，而 且 杜 绝了滞留、挤

占、挪用现 象，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

政府采购：亮起了县乡财政的
“节能灯”

原计划 170 万元的工程，只 花 11 万

就 拿了下来。原 定 3000 多元 的锅 炉 维

修，400 元 就 完成了。对这些也许 您 不

相信 ，但它却是宁津县实行政府采购后

发 生的实实在在的事。

宁津县的政府采购首先是 从行政

事业单位办公 用品 采购做起 的，并很

快取得 了明显效 果。如 对县财政负担的

公 务用车保险 实行 统一采购后，每辆车

的保 险 费由原来的每年 7000 余元降到

3400 元。取得成功 经验后，采购范围迅

速拓展到了农业综合开发、水利、交通、

市政、环 卫等方方面面。

在一项城区绿化工 程中，县财政部

门派人同多个供应商进行谈判，硬是把

每棵雪松的价格从 240 元 压到了 70 元，

整项工程比 相关部门的预 算少花了66万

元。张学武至常洼公 路改 造时，为测量

工程量，工作人员用 50 米长的皮 尺，步

行 把 30 多华里的路基一米一米地丈量

下来。施工 方建议说：“这样量怕 是到

天黑也量不完，还是用汽车的里程表量，

半小时就能量完。”可负责的同志却说：

“那样量的不准”。为求一个“准”字，工

作人员吃苦受累不说，还得罪过很多人。

一次，财政局基建科的张金海下到 2 米

多深的井中检 查排 水管道井垫层 的厚

度，发 现 比设计厚度 少了 3厘 米，当场

要求施工 方重新返工 ，不料施工方拒 不

接受，把他一人丢在井里扭头走了，张金

海费了好大劲 才从井里 爬上 来。正 是靠

着不怕得罪人的认真劲，宁津县的政 府

采购取 得了“少花钱 多办 事”的良好效

果，近年来，政 府采购项目的 节支率一

直在 20% 左右。

“一折通”：架起了政府农民间的
“连心桥”

在 2009 年的涉农补贴发放工作中，

宁津县仅用一个工作日就将全县 91104

户种粮农民 的 4593 万 元 粮食直补和农

资综 合直补资金全部拨付到户，而 往年

则需要 一个多月的时间。这 主要得益于

县财政局 近年 来竭力推行 的信 息化建

设和“一折 通”制度的实施。

近年 来，宁津县 财政局 积 极 推 进

“金财工程”，建立了涵盖县乡金融机构

及 所有预算单位的财政信息网络，为强

化财政管理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手段。自

2008 年 10月起，宁津县 着手建立 财政

涉农补 贴 资金“一折 通”发 放制 度，利

用财政信息网络实现 涉农补贴资金“一

折通”发放。农户信息采集工作量大面

广，涉及到全县 856 个行政村、40 余万

农村人口。县财政局在人员紧张、日常

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三个月多的

时间，就 完成了全县 13万户农民的户名、

身份证号、住 址、劳动力人数等基础 信

息的 采集、录入和核 对工作，其中，将

全县 13 万户农民的信息录入微机，只 用

了半个月的时间。同时为每户农民在农

村信用社开设了“一折通”账户，“一户一

折 一号”。农户基础 信息和 开户信息准

确无误，使 财政补贴 资金的发放和银行

数据接口 得以贯通。农村信用联社根据

县财政局提供的拨付 文件，以 批量发放

的 方式直接将补贴 资金拨 入农民的“一

折通”账户。

财政涉农资金“一折通”发放制度，

架起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连心桥”，开

设了涉农补贴 资金发放的“直通车”，有

效 解决了涉农补贴发放工作中存在的环

节过多、滞留延压、兑付不及 时等问题，

极 大地 促进了惠农政策效 益的发挥。

2009 年 1—9月份，该 县 通过“一折 通”

共计发放各 类惠农补贴 11590 万元。

新 型公共 财 政体系的 初 步建立，

保障了政府 资金 一个“进口 ”收 入、一

个“漏 斗”支出、一条“管道”直达，提

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增强了公 共财政的

保障能 力，有利 于集中财力办 大事。仅

200 8 年一年，宁津县 就安排农业 综 合

开发资金 576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资金 3250 万元，筹资 2344 万元保障义

务教育阶段 经费，安排农村中小学危房

改 造资金 122 8 万元，发 放 粮食综合补

贴 4524 万元，发 放城市和农村低保金

110 6 万元，让老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发展

的成果。

（作者单位：山 东省宁津县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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