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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承德县某干洗店的小老板于淑

红，3年前还是三沟镇的一个农民，

如今在县城做起了干洗店的小生

意。“这多亏了县里提供的小额担保

贷款和举办的创业培训班。”于淑

红说，“干洗店一个月能赚两、三千

元，收入快顶得上全家一年的粮食

收成了。”

“劳务收入已经占全县农民现金

收入的50%以上。”据承德县就业服

务局局长刘新民介绍，围绕做好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该县以“春

季专场招聘会”、“特别职业培训计

划”、“河北—北京劳务洽谈会”等一

系列大型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为载体，

着力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加大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力度。面对返乡农民

工等就业困难群体，承德县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土石方、电工、焊工、农

产品加工等技能性培训18期，通过

培训，约有500人实现了就业。截至

目前，全县劳务输出总量已经达到7

万余人。

按照规划，2010年，河北省将力

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增150万人

次，新建50个创业辅导基地。为此

省级财政共安排资金2.6亿元，用于

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实施就业扶助

计划，落实创业优惠政策，建立创业

优惠体系，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与此同时，河北省小额担保贷

款将在县（市）全面推进，加大对进

城创业农民工的政策扶持，逐步探索

建立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就业再就业

的长效机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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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上虞市财政部门

积极探索实施“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

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三个子”管

理改革，改变了政府财力分散管理的

状况，初步建立了“收入统揽、预算统

编、支出统拨”的财政管理新模式，进

一步推进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收入一个笼子

统收公共资源。上虞市财政局在

依法组织税收收入的同时，积极规范

非税收入管理新模式，加强政府土地

出让收入管理，2007年—2009年累计

收缴土地出让金46.9亿元；对矿山、

砂涂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严格实行

公开招拍挂，及时收缴管理；将户外

广告收入、广电广告费收入、公证费

等各部门源于公共资源的各项收入实

行财政专户管理，近年来每年平均增

收3200万元，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

统管政府资产。为深化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2008年初成立了国资

办，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

行统一管理，加快政府闲置资产处置，

将出租、处置、转让、对外投资等资

产收益全部纳入财政笼子，壮大政府

财力。其中，盘活市行政中心集中搬

迁后空置的政府资产，收入达1.68亿

元，安置余房公开拍卖收益超过1亿

元。对企业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监管，加

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股权转让、收

入分配、资产处置等事项的延伸管理，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财政对外

投资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收缴投资收

益，防范投资风险，截至2009年，实

现股权收益增值12.8亿元，当年实现

投资收益360万元。

统筹财政资金。按照“资金一本

账”的要求，把市级所有预算内外资

金集中到财政部门。将全市行政事业

单位的暂存款、押金、保证金纳入财

政专户，实行一个口子管理。取消业务

科室账户和资金管理职能，整合非税

中心资金，将财政部门直接管理的资

金全部集中到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实

现财政性资金统管。市级机关财务结

算中心实行银行单一账户，111个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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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资金统一进入单一账户管理，

实现网络监管、统一结算。

预算一个盘子

突出财力预算核心。从2004年开

始，上虞市财政部门按照“一个政府一

本预算”的思路，全面推行全口径政

府财力预算，将预算内可用收入和政

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土地出让金、

国资收益、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

入以及财政间隙资金、政府债务资金

等所有政府可调控资金，全部纳入预

算，编制全口径的政府财力预算。所

有支出按照公共财政的方向，以单位

部门预算、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为基础，

通盘考虑社会事业发展和保证单位

运转、履行职责的需要，结合政府财

力可能进行统筹安排。为加强财力预

算编制，设立预算编审专门机构，统

一牵头编制政府财力预算，同时，建

立季度政府财力分析制度，动态掌握

政府财力预算执行情况、特点和面临

的主要问题。

夯实部门预算基础。部门预算安

排实现收支脱钩，按照“人员经费按标

准、公用经费按定额、专项经费按需

要与可能”的原则统一安排、公平分

配。规范公务员津补贴，统一临时聘

用人员待遇；清理公务用车，实施项

目化管理；明确修缮购置、会议、差

旅等开支标准，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做实基本支出，净化项目支出，实

现预算管理定额化、刚性化、显性化。

与此同时，创新预算监管手段，2005

年起遴选重点部门的部门预算上报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2008年起上报市人

代会审议，并将该部门牵头实施的政

府投资项目预算包括其中，增强了预算

执行的约束力。

配套专项预算编制。按照点与面、

条与块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建立了政

府采购、基本建设、社会保障和政府

债务等专项预算，作为编制政府财力

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政府债务实

行计划管理，实现了政府债务的归口

管理。将政府投融资纳入国资管理范

畴，在安排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时先定

资金盘子再选项目，严格控制新建及

非生产性项目，重点保障完工续建、

拆迁配套等民生工程资金。建立了部

门乡镇责任联动机制、债务变动风险

预警机制和偿债资金多元筹措机制，

有效防范了债务风险，进一步完善了

政府财力预算编制体系。

支出一个口子

通盘调度。为打通资金流动瓶

颈，积极加强资金流量预测分析，在

保证财政资

金 安 全 的

基础上，科

学调度各类

财政间隙资

金用于政府

投资项目建

设。2003 年

至今已累计

调度各类资

金30亿元，

节约资金成

本约为1.6亿元；2009年调度资金超

过10亿元，仅用3.33亿元资金撬动了

12.65亿元建设盘子，保证了建设资金

链顺畅有序。

直接拨付。扩大财政资金直接拨

付范围，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拨付效

率。为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到位，

对全市乡镇干部、工资实行“编委定编、

人事核标、财政审核、银行发放”的办

法。对建设、交通、土管、农业、水利

等部门及补助到村的各类专项资金，

直接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和补助对

象；对技改贴息、块状经济、开放型

经济、循环经济等财政政策性资金，

直接拨付至企业；将政府投资项目的

资金直接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设备

供应商和承建单位，减少了拨付环节，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过程控制。利用政府财力集中支

付的有利条件，动态监控政府收支行

为，杜绝了在预算外以政府为主体的

资金收支活动和预算内挪用、截留、

闲置浪费等违规行为，事后监督变为

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实现

了财政监督关口前移。同时，大力推

进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采取自评和重

点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跟踪问效，

以“以评促管”为目标，将评价结果作

为预算安排、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通过近年来的“三个子”管理

改革，上虞市市本级可调控财力从

2002年的不到10亿元增加到2009

年的50亿元，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

不断增强了支持经济发展、促进转

型升级、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调控能

力，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办实

事、办好事。2007年—2009年间预

算内民生支出总量达44.41亿元，年

均增长 26.2%，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财

（作者单位：浙江省上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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