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支持有

资质人员依法开办诊所。多点执业可以增加医护人员收入，促

进优质资源流动，可以让更多的病人得到名医服务，减轻医改

的压力和阻力。
五是提高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强农村基层卫

生技术人员培训，培养具有全科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

开展城市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提高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福利

待遇和服务水平。强化服务意识，使日常的健康保健、疾病预

防和一般疾病的诊断治疗解决在基层，改变人们无论病情大

小均到大医院看病的就医习惯。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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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体制机制  助推乡镇财政发展

丁兴俊  陈恒林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农

村两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征管职能划转至地税部门，形成

了新的财税征管体制，同时也对乡镇财政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由于体制与机制的因素，特别是受区级经济与区镇财力制

约，镇级财政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影响到乡镇财政

的可持续发展。在盐都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

算级次不明晰。镇级金库取消后，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区镇间、

镇镇间财政收入预算级次混乱的现象，财政部门不能及时根

据收入完成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使收入的划分掺入人
为因素，区域内引税、协税现象未能从源头上得到根治，增加

了税收征纳成本。二是乡镇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当前，在保障

“三农”、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方面，尽管上级给

予了一定补助，但县乡财政仍旧承担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财权有

限但事权过大使得县乡财政不堪重负。三是财政管理体制不顺

畅。乡镇财政所的隶属关系一直未能理顺，人事关系在乡镇，

而业务指导在区财政局，形成了多头管理又管不到位的状况。
四 是财政财务监管职能亟待加强。乡镇财政所普遍存在人手

紧缺、年龄老化、业务不精等突出问题，导致其对乡镇行政事

业单位的财务疏于监管。五是乡镇债务亟需化解。
加强乡镇财政建设，对于推进县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解决上述问题，推进乡镇财政发展，应重点从深化乡镇财

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下功夫。
一要坚持深化改革，完善财政体制，规范区镇事权与财权

的配置。一方面，事权配置要适当向上集中。公教人员工资、公

共卫生等上划县级管理后，应建立中央、省、市、县区分级合理

负担的财政体制，改变县区以 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缺位的现

象。同时，结合事权调整，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权配置，调整

各层级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区镇

对地方税小税种的征管权力，提高乡镇对增值税、所得税等

主体税种的分事比例。另一方面，加大县乡机构改革和农村教

育
、
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解决税改后配套机制缺失问题，

完善各项配套措施。
二要推进“镇财区管”，着力规范乡镇财政管理。一是进一步

完善乡镇财税机构设置。仍按乡镇设立地税所，或者乡镇财政

所和地税所实行合署办公，业务上分别受县区财政局、地税局

领导，人员工资关系不变。二是强化预算约束。各乡镇坚持量入

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及税源情况自主编

制年度收支预算。在安排支出时
，
根据财政基本职能的要求，优

先保障国家公教人员工资
，
然后保障政府机关运转。三是强化乡

镇预算外资金管理。推行乡镇行政事业单位“零余额”账户管理，
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统一一管理范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要科学整合资源，理顺监管秩序，促进财税收入平稳

增长。一方面，实施县乡收入预算级次调整划分。与税务部门

联手，将全县纳税人信息进行编码、排序，实行企业“身份证”

制度，实现当天入库的税款当日分解。另一方面，加强税源控

制，不断提高税收申报率、入库率和清欠率。坚持依法治税，
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开展专项检查，充分发挥协护税网络和代

征人员的作用，确保应收尽收，并大力清理压缩欠税，确保清

欠到位。严禁以各种优惠政策买税，严禁财政收入空转。对搞

虚假收入的乡镇，不仅要全额扣减财力，同时也要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四 要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乡镇财政持续发展。一是规范

转移支付制度。将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性质的补助项目进行合

并，提高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重。对转移支付额度的确定，应积

极创造条件，努力测算到县区一级。改革现行专项补助办法，
防止其过快增长和过多过滥。同时，各部门应从扶持落后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适当降低苏北各地县级财政配套

资金的比例。二是改变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过于集中、难以适应

各地经济情况的现状，保障地方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有稳

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五要创新工作思路，加大化债力度，降低乡镇财政风险。

加强对镇村债务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工作，对各种债权应

落实专人，明确责任，抓紧清收变现；对各类债务应进行全面

清理，分清成因和责任，逐项落实清偿目标。在全面掌握债务

的规模、结构、范围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指导、分级负担、分

期消化的原则，实行新债审批、债务报告、债务化解台账和债

务化解激励等各项制度措施，形成防债化债长效机制。设立

财政专项偿债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并将减债实绩纳入政绩

考核范畴。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市盐都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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