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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一事一议惠民生

2008 年以来，贵州省不断创新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通过

公 平竞争，选择 领导高度重视、群

众积极性高、工作基础较好的 32 个

县（市、区、特区），按照“整县推进、

重点突破、示范辐射、循序渐进”的

原则，积极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财政奖补试点工作。

整体规划 

推动试点有序开展

针对“欠发达、欠开发”的基本

省情，贵州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

抓，要求各县立足实际，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搞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长期规划。首先针对农村经济发展

滞后、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实际，明

确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农民群众多

投劳、少出资或不出资，项目维护群

众投工、政府出资的基本原则 ；针对

各地因地形地貌不同而形成的建设

成本差异，明确了实事求是、足额补

助、不搞一刀切的补助办法。同时，

按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范围，科学

合理地确定项目建设目标，不搞形

象工程和超标准工程。并且，要求

建立全面完整的项目库，确保项目建

设不重复、不漏项、不漏村、不漏组。

力争通过实施整体规划，根本改变

全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落后的状况，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要求各县

在选择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时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新

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现代农业、乡

村清洁化、移民搬迁、农村危房改造

等相结合，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整体推进、集中连片”的要求，

编制年度实施方案。年度实施方案要

求充分考虑农民和地方财政的承受

能力，区分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财力

集中用于农民群众最急需、最利于建

设和管理的村内公益事业，如自然村

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等，让农

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早见效。

创新机制 

为试点增添活力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制度作为一项新机制、新事物，唯有

在创新基础上的实践和实践总结中

的创新才能使其保持先进性、针对

性和实效性。贵州针对辖区内山区较

多、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难度较大的省

情，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为一事一议

奖补制度注入活力。一是建立完善由

村两委具体组织实施、农民群众投工

投劳、政府奖励补助、相关部门提供

技术服务、社会各界捐资赞助的新

型投入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奖补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各界

共同建设农村公益事业。二是建立完

善竞争激励机制。省对要求进入试点

的县（市、区、特区）实行竞争立项机

制，县（市、区、特区）自愿申请，市

推荐，省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对已进

入试点的县（市、区、特区）实行进退

机制，一年一定。年度试点工作结束，

经考核验收合格的，可继续申报下年

度试点 ；不合格的，自动退出试点范

围，并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合格后，

再申请下年度试点 ；对年度试点工作

成效突出、在考核验收中被评为优秀

的，省将在下年度奖补规模基础上增

加 10%以上的奖励。三是实行“四权

到县”，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省

将资金使用、项目审批、组织实施、

督促检查“四权”下放到县，省只负责

指导规划编制、年度实施方案审批、

年度任务考核等管理工作，试点工作

以县为主，权责利都下放到县，为县

级党委、政府抓好这一重大民心工程

创造宽松、有利的环境。

同时，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与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相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全面发展。一是与解决重点村、难点

村、上访村的问题相结合。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立足于解决群众亟需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二是与基层组

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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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工作，加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促进基层组织职能的转变，密切基

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与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用科学

发展观统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

工作全局，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农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本，坚持农民

群众要自始至终参与项目建设的全

过程。项目的选择要通过村民议事

确定，项目的实施要以群众自建为主

体，资金物资的使用要接受群众的

监督，项目的考核要以群众是否满意

为标准，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加强制度建设 

确保试点规范运行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涉及面广、情

况复杂，为推进试点工作的顺利开

展，贵州省从加强组织领导着手，将

责任落到实处。明确规定各试点县的

县委书记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分管领导和相

关部门的领导为相关责任人，切实负

起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等责任。省、

市、县均建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由本级农村综合改

革领导小组牵头并负责组织协调。在

联席会议制度下分别成立了项目申报

和审批、资金筹措和物资采购、技术

指导和质量监督、检查验收等工作小

组，分别由农业、财政、交通、水利

等部门牵头负责有关方面的工作。

同时，围绕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要求，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

善奖补办法。一是完善了村民一事一

议管理制度，对议事范围、程序和要

求进行了规范，更好地调动农民参

与的积极性。二是制订了奖补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强化资金监管，确保

资金安全。三是规范了项目管理办

法，对项目建设标准、物资采购及保

管领用等事项进行明确，确保项目的

顺利实施和有效管护。四是试点竞

争立项和激励制度，不断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五是制订了考评验

收制度，通过科学合理的考评验收

方法发现问题、纠正问题。

凝聚民心 

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经过两年来的努力，贵州省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初见成效，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截至

2009 年12月底，全省已开工建设项目

5875 个，已完工项目5768 个，完成项

目投资 55.48 亿元，其中，群众筹资、

筹劳折资及社会捐助 43.97 亿元，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支出11.51亿元。

一是改善了民生。通过实施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试点，项目建设村寨

实现了几十年梦寐以求的通路、通

水梦，试点县市“村内户外”道路、小

型水利设施、环卫设施、文体活动

场所等公益事业建设滞后的问题得

到解决，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

深、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的状况得

到有效改善。2009 年，全省通过实

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共

修建通组路 5038 公里、连户路 3216

公里、水渠 810 公里，铺设自来水管

道 165 万米，建成小型水利设施 271

个、文化体育活动场所 26 万平方米、

村内卫生设施 1072 个，覆盖 2789 个

行政村、5875 个村民组，农村受益

人口1796 万人。

二是拉动了内需。开展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在改善农村基

础条件的同时，有效刺激了水泥、砂

石等建筑物资材料的消费。2009 年

以来，仁怀、黄平等试点市（县）的

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供不应求，一

批建材企业因此起死回生。据初步

估 计，2009 年，全省因实施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拉动的内需

在 100 亿元以上。

三是提高了效益。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自愿、

自决、自建、自管”，激发了农民的主

人翁意识，调动了农民群众建设家园

的积极性。通过群众一事一议方式

解决项目建设所需的劳动力以及占地

补偿等问题，有效节约了建设成本。

省综改办对瓮安、江口等县的抽样调

查结果表明，修建相同质量标准的通

组公路，群众自建成本要比发包施工

成本节约一半以上。同时，有效整合

了支农资金。2009 年，全省通过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平台，将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与财政扶贫资金、危房改造

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财政支农

资金捆绑使用，各负其责、各记其功，

充分发挥支农资金的整体效益。湄

潭、余庆、松桃等县通过整合资金，

重点打造了一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建

设示范带、示范村和示范点。

四是凝聚了民心。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德政工

程，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衷心拥护。

在贵州农村许多试点村寨，随处可见

农民群众自发修建的感恩路、感恩

桥等，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发以喜

闻乐见的地方戏、山歌、花灯等方式

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同时，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也为村级组织和

基层干部服务村民建立了新平台，促

进了基层组织职能的转变，密切了基

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

了村两委的战斗堡垒作用，巩固了党

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财

（贵州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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