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财政小财政撬动民生大工程

王 敏  姜定军  蒲元平

陕西省镇巴县是典型的“老少边

穷”地 区，属 革命老区和国 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保工资、保民生、保运

转、保稳 定 主要 靠财政转 移 支付。

2008 年以 来，镇巴县以 保民 生为重

点，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

调整支出结构，多渠道筹措资金，两

年累计投资 65844万元（其中县级配

套 5163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八项 重

点民生工程。

一是教育工程优先 得到保障。

镇巴财政将全县可用财力的 40% 以

上用于支持教育，农村中小学公用经

费、两免一补、蛋奶工程、职业中学

困难学生补助、贫困家庭子女 教育

救助等全部执 行到位；新建、改 造

校舍涉及48 所学校，并进一步提升

了学校硬件设施。

二 是就业 和再就 业 工程让更多

的人走上新岗位。小 额 担保贷款、

社会保险 补助等一系列财政优惠政

策的 实施，全 方位地 帮助了下岗失

业 人员实现 再就 业。两年来，新建

就 业再 就业市场 2 个，面 积 达 4500

平方米，投资 820 万 元的人力资源

市场建设 主体基本完成。2009 年开

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培训 2.8 万

人次，新 增公益 性 岗位 839 个，新

增就 业 人数 808人，安置下岗失业

人员 224 人。

三是公共卫 生工程为群众健 康

撑起“保护伞”。县医院、县中医院新

建 19823 平方米；新建乡镇卫 生院

25 个，面 积 达 14410 平方米；计生

奖补、农村妇女 免费住 院 分娩等一

系列补助政 策全部执行到位。

四 是社会保障工 程关注百姓冷

暖。投资 3000 多万元的“一大三中四

小”敬 老院 建设 有序进行；城 乡低

保、农村五保户供养应保尽保；新

型农村合 作 医 疗参合 率达到 91% ，

两 年 共 筹 集 基金 4284 万 元，29 万

人次农民 看病得到报销；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覆 盖面达 99% ；城乡

医疗救助 9.29 万人，支付救助 资金

455万元。

五是住 房保障工程让百姓居 者

有其屋。总建筑 面积 5000 平方米的

廉租 房陆 续完工，已解决了 56户城

市低 收 入家庭 200 余人住 房困 难；

千村 贫困人口 搬迁、生 态移民、代

赈移民搬迁等农民安民 工 程改善了

728户 3340名 农民的居 住 环 境；灾

后 重建 2063户、维修加 固 3622户；
向 1064人次的 城镇 低 收 入群众 发

放了40 余万元的廉租住 房补贴。

六是 基础 设 施 建设工程让 农

村 旧 貌 换 新颜。修 通村 水 泥 路74

条 428.5公里，完成通村公 路53 条

417.4公里，通 乡油路 8 条 462.9公
里，新建桥梁 9座，行路难的问题得

到了有效缓解；农村饮水工程让 53

个贫困村 27618人吃上了干净、安全

的自来水；新建沼 气池 3640 口，通

过“一池三改”，基本改 变了农村脏、

乱、差的旧 面貌。

七是公益性 文化体育设 施建设

工 程开启农村娱乐新文化。新建了

8 个乡镇文化站；三溪乡、泾 洋镇、

观音镇等地一批融 宣传教育和休闲

锻 炼于一体的乡镇农民健身广场的

建成使用，翻开了农村娱乐文化新

的一页。

八是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工程让

社区走上前台。投资 150 万元新建社

区活 动 场所 4 个，面 积 1000 多平方

米，社 区软硬件设 施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一个穷县，镇巴能够用小财

政撬动大民 生建设，主要是因为做

到了“狠抓一个重点，落实两项机制，

确保两个到位。”

——狠抓资金保障这个重点。

一方面 认真落实县级配 套资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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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生预 算”，改 变了过去临 时性、

短期性安排资金或在预 算外追加 经

费实施“民 生工程”的做法。镇巴县

严格控制一般性 支出，压缩党政机

关公用经费支出，千方百 计将县级

配套资金 落到了实处。2009 年镇巴

县民 生工程投入资金 28548 万 元，

县级配套资金 3412 万元，占到了地

方财政收 入的 112% 。另一方面，多

渠道筹措整合民生资金。按照“渠道

不变、用途不乱、捆绑使用、各计其

功”的原则，镇巴县出台了争取民 生

八大工程项目资金的激励办 法和措

施。同时，出台了民 生八大工程项目

资金整合实施方案，采取“招商引一

点，民间筹一点，单位出一点，资源

盘一点，土地 变一点，财政挤一点，

上面要一点，规费收一点，银行融一

点，项目带一点”的筹资十点 法，促

进了民生工 程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

——落实资金 和 项 目 两项 监管

机制。一是 落实好资金监管机制。

在资金 管理 制度 方 面，因地制 宜，

制 定了民 生八大工程资金 支付 管

理、会计核 算、基建财务管理及绩

效考评等一系列制度和办法。对扶

贫、农业、水利等涉农资金实行“报

账 制”管理；对农村合 作医疗、交

通等部 门 实行“会 计委 派制”；对

教育部门 实行“校财局管”。同时，

对属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要求必

须按 照 政 府 采 购 程 序，进行公 开

招标，并进一步拓 宽了民 生八大工

程的采购 范围，将农村公路建设中

用的 水 泥、钢 筋混 凝土 圆管、“蛋

奶工程”中的奶 制品 等纳 入集中采

购，两年 累计节约采 购资金 564 万

元；属基础 建设项 目的，要 求必 须

进行县 级 财政投资评审，两年来，

共完成投资评审项目 25 个，审减资

金 504 万元。二 是 落实好项 目管理

机制。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 上，编制

了《 镇巴县 200 8—2012 年民生八大

工程项 目建设 总体规划》，涉及 项

目 36 类 1881 个，计划总投资 34.28

亿 元。在确 定项目、范围、标 准时，

注重了城 乡、区域之 间的利益均衡，

统 筹民 生八大工程与其它民 生事业

的发展，努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在项目管理 上，制定了《镇

巴 县 民 生工程基本建设项 目管理

暂行 办 法》，确 定由县发 展 改 革部

门 牵头，对民 生项 目实行 滚动 计划

管理。要求对每个民生项目都要制

定详细 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管

理 办 法，有计划、有步骤 地 抓好实

施，做到“发 展 改 革部门 牵头管规

划、主管部门 实施建台账、财政部

门协调设专账”，完工一个，销号一

个。同 时，有关职 能部门 全程 参与

管理 和监督，全 面 落实工程建设的

招投标 制、项 目 法人制、项 目合 同

制、工程监 理制和竣工验收制“五

制”责任，对民 生项 目实行 全 过程

管理。从项 目工程 的 设 计、施工、

监理，到设备材料采购等都实行公

开招标，确保工程质量安 全；在项

目实施中，建立健 全了工地 现 场管

理、群众 监督、专业队伍监理、项目

法人负责和职能部门 抽查的监理机

制，以 资金使用和项目质量为重点，

对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 重要 环 节进行

严格的监督 检查。项 目建成后，由

项目法人及时组 织初 验，认 真做好

项目竣工 决 算，并严格执行 民 生项

目概（预）算执行 情况审计和竣工决

算审计制度，然后 由发 展 改 革部门

牵头组 织竣工验收。

——确保预 算执行 和 考核 奖惩

两 个 到位。一是 确 保预 算执 行 到

位。县 财政设 立了“民 生八大工程

资金专户”，实行“收 入一个笼子，

计划一个盘子，支出一个 口 子”的

管理 方式。实施了“民 生八大工程

资金 管理 及 动 态监控 系统”，健 全

了民 生八大工程财政投入信 息反

馈 和 动 态监 控 机 制。实行 民 生资

金拨付“直通车”和“绿 色通道”管

理，加 快 了民 生 类资金 的 支出进

度，对上 级补 助 资金，坚持“款到

即拨”的原 则，按 项 目实施进度将

资金直接支付 到项 目单位；对县

级配 套资金，先拨付 到专户，然后

按 预 算、项 目、进度将 配 套资金执

行 到位，做到项 目落实与预 算执行

同步。此外，对项 目实施进度和资

金使用情况 ，要 求项 目主管按 月向

县 财政报送 民 生项 目进展 情况 及

相 关资料；每年县 财政、审计、监

察等部门 进行 2 至 3 次 大规模的民

生资金使用情况的督促检查，将结

果 定期 通报。这一系列制 度 和 措

施形成了一套贯 穿 事前、事中、事

后 的 预 算 执 行 监管 机制，确 保民

生八大工程资金的规范、安 全、高

效 运 行，推动 了项 目的 稳 步实施。

二 是确 保考核 奖惩到位。县 委、县

政府把实施民 生八大工程 纳 入了

对部门 与乡镇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指 标体系，作为年度考核的 重要内

容，予以 重点督 查、考核，并建立

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实施民

生八大工程表 现突出的 乡镇 和 部

门 予以 奖励，同时在下一年度安排

民 生八大工程项 目和 资金 时予以

优先保障；对项 目建设 推动 不 力，

在项 目审批、核 准、备 案 过程中无

故延 迟，侵 占、截留、挪用项 目建

设 资金 等行 为，依法 依纪 从严 处

理；对考核 落后 的 乡镇 和部门，帮

助 其认真 查找 工程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 突出问题，分析原 因，共同研

究解决，促使工程 顺 利实施。

（作者单位 ：陕西省镇巴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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