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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部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肃预

算执行纪律，从严控制一般性开支。

大力整合专项资金，集中财力保重

点、办大事，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

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搞好政策研究，合理运筹资金，集中

财力办大事。重点是根据中央、省委

两个 1号文件精神，完善财政支农惠

农政策，在“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

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上狠

下功夫，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

突破。把促进就业作为头号民生工

程，认真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不

断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在支

持扩大就业方面开创新局面。本着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原则，健全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善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提高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经

费保障水平，在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方面取得新进展。围绕建立无缝衔

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搞好新农

保试点，认真落实提高城乡低保标

准和各类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的

政策，完善社会救助及保障性住房

建设筹资机制，在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方面迈出新步伐。扎实推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

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在完善医

疗卫生保障制度方面取得新成果。

着力创新财政体制机制。注重在

推改革、抓管理上动脑筋、想办法，

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

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全面提升

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

着眼科学化，规范公共财政预算管

理，做好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及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试行工作，不断健全政府预算体

系。二是着眼规范化，认真抓好“省

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进一步完善

财政体制 ；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

支付、政府采购等改革，提高预算执

行水平。三是着眼精细化，健全财政

监督机制，做好财务会计管理、基

层财政管理、政府债务管理、金财

工程建设等工作，全面提高财政管

理水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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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河南

作为我国的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

省，更是始终将民生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2010 年，河南财政将进一步结

合实际，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把

握三个重点，不断提升改善民生的能

力和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把发展作为最大的民生。河南省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收 入水平 偏

低。2009 年末总人口9967 万，62.3%

居住在乡村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80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72 元，仅分别相当于全国总体水

平 的 93.3% 和 83.7% ；

人均财力和一般预算支

出分别相当于全国地方

平 均 水 平 的 60.4% 和

64.3%（2008 年 数 据），

为各 省（ 自治区、直辖

市）最低。在改善民生

方面，河南省面临着两

大基本难题 ：一是钱从

哪里来，包括财政的钱、

老百姓增收的钱 ；二是

人到哪里去，主要是要

解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城

镇新增人口就业等问题。解决这两

个问题，都必须靠发展。当前，一是

要着力支持“一个载体”（即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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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个体系”（即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2010—2012 年，河南财政将对从产

业集聚区集中的财政收入实行“核定

基数、超收返还”的激励政策，增强

其自我发展和积累能力，培植经济发

展后劲 ；同时，整合专项资金，为新

兴产业发展、产业重组等重大决策部

署提供财力支撑。二是要着力支持

县域经济发展。河南 81.9% 的人口、

90% 的国土面积在县域，县域发展

状况将直接制约和影响民生改善。因

此，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

高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并

着力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土地、

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

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能力。三是要着力

发挥好财政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切实

树立“发展靠市场，民生、运转靠财

政”的理念，通过创新财政体制机制，

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

通过调控和引导促进市场机制更好

发挥作用上来。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具体利益

和现实利益问题。民生既包括关系

人民 群众 长 远 利益、根 本 利益的

事 情，也包 括关 系人民 群众 具 体

利益、实际利益的事情，从实际来

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重要的就是

要解 决群众 所关心的具体 利益和

现实利益问题，包括衣食住行、“三

就两保”、稳定和谐、生态环境等。

因此，要正确处理各种民生之间的

关系，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做

到从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实际利

益切入，体 现 人民 群众的长 远 利

益、根本利益，实现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一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确

定的惠民政策和事项。温家宝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改

善民生的七方面，即扩大就业、加

快 完善 覆 盖城乡居民的社会 保 障

体系、改革收 入分配制度、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

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做好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切实保护好妇女

和未成年人权益等。2010 年，河南

财政将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筹措资

金，切实用好资金，确保各项民生

政策的落实。特别是要把监督检查

和绩效考评作为提高科学化精细化

管理水平的重中之重，确保资金的

使用效益。二是要结合河南实际实

施 好“ 十项民 生工 程”。2005 年以

来，河南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向

社会承诺办好“十大实事”，财政投

入 逐 年 增 加，2009 年 达 到 512 亿

元，受到群众欢迎。2010 年起，将

继续着手实施“十项民生工程”，大

项每年不变，小项逐年调整，以加

强规划，确保统筹推进和持续解决

老百姓最困难、最需要、最 重要、

最关注的利益问题。三是要切实强

化集中财力办大事的意识和能力。

把民生问题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两大

类，围绕基本民生问题，每年经过

深入研究后，选择一两件群众所思

所盼的大事重点来办，做到办一件

成一件、成一件了结一件、了结一

件制度化一 件，力求 三年、五年、

十年地持续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一

些重点难点问题，形成办实事的长

效机制。2010 年，河南财政将集中

财力，着力解决社会反映突出的同

一地区不同级次政府间公共服务保

障水平差距大的问题。

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改善民

生有机结合起来。河南是全国第一

产粮大省，农业方面特别是粮食生

产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方面关系农

民收入，另一方面关系国家粮食安

全，如何完善财政政策体系，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与支持改善民生有机

结合起来，是河南面临的重要课题

和难题。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加大

惠农补贴力度。近年来，国家建立了

以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为标志

的惠农补贴制度，有效理顺了政府与

农民的分配关系。2009 年，河南省

实际兑现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

78 亿元，亩均 82 元，1926 万个农户

受益。但由于种粮收益低，农业收入

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只有 40%

左右。为有效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需要在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

制的同时，继续加大粮食直补和农资

综合直补等惠农补贴规模。二是要

进一步加大产粮大县奖励等转移支

付力度。发展粮食生产不仅不直接贡

献财政收入，相反还需要增加财政

投入，制约了产粮大县基本公共服

务的提供能力。近年来，国家通过实

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不断提高产

粮大县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但河南

省产粮大县总体财政状况仍相对困

难，人均财力仅相当于省非产粮大

县的 65%、全国县级人均财力水平

的 75%。为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发展

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需要在增加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的同时，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测算分配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

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帮助产粮大县缩

小财力水平差距，推动公共财政和

城市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三是要

支持粮食主产区市场主体培育。为增

强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内在

动力，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加快

培育与粮食生产、加工、服务有关的

市场主体，同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

引导作用，鼓励粮食加工等企业向

粮食主产区集聚并做大做强，带动

产粮大县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实

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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