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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人大代表话财政

的重要手段。让群众消费，就要想办

法增加他们的收入。省财政将积极

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增加

职工收入。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发放标准、农村低保对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和重点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水平。认真落

实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扩

大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范围。继续实施家电、汽车摩托车

下乡等补贴政策，大幅提高下乡家电

产品最高限价，扩大下乡产品范围和

规模。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

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四是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省财政将加大对经济结构

的调整力度，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

料、软件和服务外包、环保、现代装

备制造、新医药、海洋、航空航天等

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形成产业集群。

五是加大科技投入，支持产业

优化升级。加大财政投入，用现代

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武装装备制造

业，支持支柱产业优化升级，是使

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的有力手段。

省财政将支持冶金、石化等本省传

统产业提高科技含量，拉伸产业链

条。加大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关键

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引

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支持节能减排和生

态环境建设。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

建筑节能和二氧化硫减排，支持实

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支持

造林绿化、辽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善生态

补偿机制。此外，由于辽宁是一个

农业大省，财政还会加大对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产品

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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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各级财政部门

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打造“民生财

政”，连续三年将新增财力的 70% 用

于民生。去年，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全省各级财政都很困难，收

支矛盾十分突出，但财政用于民生方

面的支出仍然比上年增长了27.5%，

高于财政支出增幅 2.2 个百分点，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今年，全省各级财

政将进一步强化增收节支、优化支出

结构，继续将新增财力的 70% 以上

用于改善民生，重点支持强农惠农、

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小学校舍安全

改造工程、暖房子工程和“六路安居”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确保民生实事

所需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

强 农 惠 农 方 面。今

年，全省各级财政将继续

积极筹措安排资金，支持

以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

建设为核心的农田水 利

基 础设 施 建设、农 业综

合 开发、农 业产业化等，

促 进现代 农 业发 展。落

实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

购置补贴、家电和汽车摩

托车下乡补贴等各项涉农

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

村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妥善安排

资金，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

任务，进一步提高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标准，完善经费保障运行机

制。一是加大对“汽车下乡”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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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力度。在落实好国家补贴政策的

基础上，将农牧渔民、农业生产经营

合作组织购买一汽集团“汽车下乡”

产品的补贴比例比上年提高1 个百分

点。二是加大深松深翻保护性耕作

投入力度，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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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700万亩耕地深松深翻作业计

划。三是支持农户科学储粮设施建

设。为有效降低粮食损耗、增加农民

收入，去年吉林省启动实施了农户科

学储粮设施建设工程试点。本着农

户自愿、共同出资的原则，所需资金

由国家、省级、市县和农户按规定的

比例筹集。今年，全省试点规模将由

3万套扩大到 15 万套，省财政计划安

排补助资金比上年增加 1.1 亿元。四

是新增安排人参、梅花鹿和林蛙等

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林业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参等特色产

业和林业发展。此外，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试点。

就业和社会 保障方面。一是继

续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城市低

保月人均补助水平达到 180 元，农

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达到 880 元。

二是农村五保供养实现应保尽保。

去年，全省共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7.7 万人，为实现应保尽保，今年省

财政计划适当增加安排补助资金，

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三是稳定用好 10 万个公益性岗

位。全省各级财政筹措安排资金用

于按提高后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应提

高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四是大力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去年，吉林省

筹措拨付资金 69 亿元，在全国率先

实施了城市、林业、煤矿棚户区和农

村泥草房改造、城市廉租房建设“五

路安居”工程，完成工程建设面积近

3000 万平方米，城市困难群众居住

条件明显改善。今年，各级财政还将

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支持实施国有

工矿棚户区改造，把“五路安居”拓

展至“六路安居”，启动“暖房子”工

程，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

今年，全省各级财政将继续加大教

育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一是完成全省乡镇

中学生理化实验室和微机教学室装

备建设。按全省 859 所乡镇中学和

校均 35 万元建设标准计算，全省共

需投入资金 2.8 亿元。其中 ：去年

已完成 587 所 ；今年计划再 投入，

力争在上半年完成其余 272 所乡镇

中学四室装备建设，彻底结束农村

中学生在黑板上做实验的历史。二

是稳步推进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去年吉林省启动实施了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据测算，全省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共需资金近 50 亿

元。今年，省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

构、整合与校舍建设有关的专项资

金、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等方式，

积极筹措安排资金 ， 加快推进工程

实施进度。三是免除中等职业学校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涉农专业

学生学费。学校因免除学费减少的

收入，通过财政补助和开展校企合

作及顶岗实习获得的收入解决。按

国家统一补助标准、中央与地方分

担比例测算，全省各级财政需筹措

落实中职免学费补助资金 3700 多万

元。四是全面解决历史拖欠中小学

教师工资问题。今年，全省各级财

政计划筹措资金 8.3 亿元，在 2008

年以来补发历史拖欠中小学教师工

资的基础上，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

留问题。五是不断丰富农村群众文

化生活。今年，全省各级财政将积

极筹措落实资金，大力支持文化惠

民工程的顺利实施。建设 135 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1500 个农村文化大

院和 3000 个农 家书屋，送 3000 场

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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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财政合作中间信贷二期贷款协议

在京签署

3 月 11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了法国开发署署长塞维利诺，并共同

签署了中间信贷二期贷款协议，协议金额 1.2 亿

欧元。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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