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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人大代表话财政

措资金 91 亿元，全面兑现义务教育

学校实行绩效工资政策。这些惠民

政策的兑现，不仅提高了老百姓的生

活水平，也对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

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10 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四川财政将继续紧抓灾后重建工作，

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按照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决

策部署，加快组织申报中央灾后重建

包干预算指标，完成灾后重建基金

中期调整工作。按照“依法依规、严

格管理”的原则，完善灾后重建资金

管理信息系统，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有效。制定融资创新资金管理办法，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灾后重建，

支持灾区产业振兴和社会发展。

二是保持政府投资力度。认真落

实地方政府筹资责任，统筹安排财

政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和预算外

资金，促进资金整合协同，重点支持

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医疗卫生等

公益性事业发展，大力推进公路铁

路、能源电力、水利设施、高标准农

田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保持政府

投资力度不减。

三是支持发展方式转变。认真

落实结构性减税及财税优惠政策，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设立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新能源、电子

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制药

等五大新兴产业发展。用好用活产

业园区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全省工业

“7+3”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七大优势产业和航空航天等三大潜

力产业）发展规划、八大产业（钒钛

钢铁、汽车等八大产业）调整和振兴

行动计划实施，有效推进优势产业

集中集聚集约布局。运用财税政策

积极支持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动

节能减排。

四是切实增加“三农”投入。通

过加大“三农”投入，引导各种社会

资源投向农业农村。大力支持发展

现代农业，围绕生猪、玉米、马铃薯

三大主导产业，进一步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和基地建设，整合支农资金，

完善农技推广、良种繁育等支撑体

系，创新农业信贷担保、村级互助资

金、农业保险等扶持机制，提升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

五是促进民生持续改善。围绕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十项民生工程”、

富民安康工程以及藏区牧民定居行

动计划，搞好资金统筹平衡，加大

民生投入，加快构建公平科学、公

开透明的民生政策体系，促进城乡

统筹协调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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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贵州省各级财政部门

克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政收

入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全省改

革开放、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

集中财力破解贵州交通瓶颈制

约。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安排部署，把加快以交通、水利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全省“扩内

需、保增长”的第一抓手，全力支持

省会贵阳通往全国各地的快铁交通

圈和县县通高速公路体

系建设。2009 年，全 省

交通运输支出突破百亿，

达 120.60 亿元，是 2006

的 3.43 倍，比 2008 年增

长 122.63%。其 中，铁

路 方 面，继 2008 年 贵

阳——广州快速铁路开

工建设后，2009 年贵阳

至昆明、重庆、成都快速

铁路已获国家批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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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全部列入国家近期建设规划。公

路方面，全年通车里程近 1200 公里，

在建 2021 公里 ；已开工和建成高速

公路的县达到 70 个，比 2008 年增加

38 个 ；新增 90 个乡镇通油路，2277

个村通公路。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夯

实经济发展基础。省财政安排 6.35

亿元，大力支持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和汽车以旧换新政 策的实施，

拉动农村消费。安排 1.46 亿元，重

点支持全省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

展。安排科技和技术改造支出 5.17

亿元，支持全省应用技术研究与开

发、科 研 院 所 创新 能 力建 设 和 企

业技术改造，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化，推动自主创新和技术进

步。同时，完善省财政对下转移支付

办法，扩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

区域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覆盖面，不

断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性、规范性

和 合 理 性，2009 年 省 对下转 移支

付 达 678.28 亿 元，比 2008 年增 长

23.94%，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节能减排稳步推进，生态立

省战略实施。贵州各级政府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节能减排摆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突出位置。2009

年，中央和省共安排节能减排资金

近 13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51.2%，

重点支持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

埋场建设和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全

省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

别比 2008 年下降 1.3% 和 4.8%。同

时，积极 支持生态立省战略 实施，

中央和 省级 财政安排资 金 29.1 亿

元，增长 12.4%，扎实 推 进以石漠

化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为

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全省 55 个试

点县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 653.7 平

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334.6

平方公里。

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再创佳绩。

2009 年，省级财政安排的财政支农

预算比 2008 年增长了40.57%，实际

中央和省共完成投入 198.9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3.45%。2009 年重点进

行了两项整合 ：一是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整合。利用中央财政支持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的契机，创新财政支

农投入机制，在中央财政支持 2 亿

元、省级财政安排 2430 万元的基础

上，整 合相关涉农资金 5.53 亿 元，

集中扶持茶产业发展，使贵州的茶

叶知名度不断提升，带动了农民群众

增产增收。二是现代农业设施建设

整合。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建设政策，在中央支持

1.2 亿元的基础上，省级整合农业综

合开发、水利和国土部门支农资金

9000 万元，15 个项目县整合地方各

类资金 3.63 亿元，加快农村居民人

均半亩基本口粮田建设，全省人均

有效灌溉面积 从 2005 年的 0.37 亩

增加到 2009 年的 0.58 亩。

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2009

年，共安排 31 亿元资金，全面启动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重点用于地质

灾害危房、扩大试点工程和“整县推

进”等 24.3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为

加强资金监督管理，最大限度地发

挥资金效益，省财政厅制定了农村

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和鼓

励各地积极加大匹配投入、农民群

众踊跃自筹资金和积极投工投劳。

截 至 2009 年底，已完 成 危 房改造

23.96 万户。

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制度。

2009 年，分 别筹集 并 落 实城 市低

保资 金 8.95 亿 元 和农 村低 保资 金

26.22 亿元，城市 55.34 万低保对象

的低保金月人均补助达到 162.1元，

农村低保对象核定财政补助人口基

数由原来的 324.4 万人增加到 585.4

万人，净增 261万人，省对县的补助

测算标准提高到 1196 元。城乡低保

补助范围的扩大，使贵州越来越多

的城乡农村贫困群众生活有了基本

保障。

深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

作。2009 年，全省人均筹资水平提高

到 100 元，省安排下达各地补助资

金 22 亿元，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

合的积极性，全省农民参合率达到

94.25%，比上年提高 2.13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全省有

58% 的参合家庭获得了医疗费补偿，

15% 的参合家庭获得了住院费补偿，

较大幅度地满足了农民就医需求、减

轻了农民医疗费用负担。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确保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 2009 年

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

全省平均每月人均增加养老金 135

元，全省增加养老支出 8.9 亿元。按

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

结合的要求，制定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试点县做好

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制定了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

意见，在全省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和政策、基金管理使用、基金预

算、业务规程和信息开发系统，以扩

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方便参保职工

跨地区流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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