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须经主管部门同意，报财政部门审批；另一方面，加强对行

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的监督管理。完善企业产权登记制度，

明确企业业绩考核政 策、收入分配办法、对外承包要求、

财务审计规定，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 是探索建立行政事业资产绩效考评机制。运用成

本——效益分析法、综合指数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历史

动态分析法等对资产使用效益进行评价；针对资产项目运

行行为，从综合成本费用、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内部性

与外部性和提高激励作用的角度体现评价思想。建立约束

机制，制定科学、统一的赔偿标准，强化资产损坏、损失赔

偿的执行力，真正做到有奖有罚，赏罚分明，促进单位和个

人合理利用国有资产，节约财政资金，降低行政成本。

（作者单位：山东省乳山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李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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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惠民生

苏永明  李 毅

甘肃省秦安县被 列为全省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试点县以 来，立足实际，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为「 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秦安县明确分工、落实责

任，规 定综改部门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财政部门

负责奖补政策、奖补办法的制定以 及 奖补资金的拨付、管

理；减负部门负责审查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程序、标准；

乡镇政府负责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和项目质量监管。

秦安县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发放征 求意见表、走访

村民等形式，广泛深入了解农民群众的想法、实际收 入水

平和筹资筹劳承受能力，明确“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只限于

村内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人畜饮 水设施建设及后续

管护等方面。对属于财政奖补范围内兴办的村级公益事业，

村内筹资筹劳标准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并实行上

限控制。对家庭确有困难，不能承担或不能完全承担筹资

义务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经民主讨论通过，可予以 减免。

此外，对一般性村内公 益事业建设项目实行普惠制，根据

项目大小和农民直接受益程度，按群众筹资筹劳额的 50—

100% 奖励补助；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重大改善、农民需求

迫切的重点公益事业项目实行特惠制，适当提高财政奖补比

例，但不超过群众筹资筹劳总额的 3倍。

在项目立项实施中，各部门严格管理。综改部门和减负

部门对各村财政奖补项目逐一进行审核，对不在奖补范围

的一律不予审批；对超过上级 政府规 定的筹资筹劳限额

标准、举债兴办村级公益事业项目的不纳入奖补范围。对

“一事一议”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报账核算。外援捐资

收入必须以 村提供的收款票据为依据入账，群众自愿捐资

的收入必须附报群众自愿捐资签名表。各类筹资必须全额

用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工 程，资金使用必须收支对

应、无举债行为，项目工 程报账必 须附报工 程合同书、工

程预（决）算书、工 程验收报告、税务发票。项目工 程形成

的资产必 须结转村集体固定资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工 程竣工后，综改、财政、减负等部门组织专门的工 程验

收组，采取实地察看、听取村干部汇报、查阅有关账表册、

征询专业监理及村民代表和群众意见等方式，对村务公 开、

工程招投标管理、公益设施管护等各项配套制度落实情况，

“一事一议”资金筹集和管理情况，以 及工 程建设情况进行

综合考核。

通过试点，许多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前的“要我干”转变为现在的“我要干”，

自发踊跃地投资投 劳，积极主动地参与试点项目的筛选、

议定、建设、监督和管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还从制度

层面上解决了多年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议事难、筹资难和管

理难等问题，财政资金真正发挥了 “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
“农民自愿筹资筹劳、政府奖补资金引导、筹补结合多元投

入”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逐步形成。

截至目前，秦安县在17个乡镇104 个村进行了试点，共

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项目 104个，投资总额 3456

万元。其中群众自筹 300.6万元，捐款 33.7万元，投 劳折资

1393.7 万元，省级 财政奖补1728万元。完成的 104 个财政

奖补试点项目，都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与农民群众利

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多年来最想办、最急办、最

难办，但没办成的事情。

（作者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廖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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