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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山东省日照市在东港区9个乡镇各选择一个

行政村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2010年扩大到286个村，自2009年起计划用3年

左右的时间，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建立起筹

补结合、多元投入、长效稳定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一）明确奖补范围和奖补标准。奖补范围主要包括以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为基础、支农资金没有覆盖的村

内水渠（灌溉区支渠以下的斗渠、毛渠）、堰塘、桥涵、机

电井、小型提灌或排灌站等小型水利设施，村内道路（行

政村到自然村或居民点）和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等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项目所需资金，村民

按一事一议程序筹集（每个农村非劳动力每人每年筹资

不超过15元，劳动力每年筹劳不超过10个工作日），财政

按筹资筹劳（以资代劳折款每工不超过30元）40%的比例

予以补助。奖补资金分两次拨付，村民完成筹资筹劳并将

所筹资金交存本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中心”后，财政

部门预拨50%的奖补资金，实行建设和奖补并行，其余部

分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办理清算，多退少补。

     （二）强化相关保障措施。首先，统筹规划试点项目。

各区县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农

村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与新农村建设、乡村道路建设、

饮水安全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在充分尊

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因地

制宜、稳步推进”的要求，统筹制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项目计划，建立一事一议项目库，有计划、有重点地推

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其次，建立健全一事一议民主议事

机制。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

合理限额”的原则，规范议事程序，明确议事范围，确定

限额标准，细化管理措施，正确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严格执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有关规定，所议之事要符

合大多数农民的需要，议事过程坚持民主程序，实施过程

和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保护农民

的合法权益。再次，推进村级公益设施管护体制改革。凡

是通过一事一议建成的工程项目，必须结转为村集体固

定资产，明确管护责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

谁养护”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建立管护模式和管护目

标，落实管护经费，逐步建立起村级公益事业的管护网

络，以加强公益项目的后续管理。

（三）建立健全相关监管制度。首先，建立财务公开

制度。试点项目建设内容、筹资筹劳数量、奖补金额及其

使用情况等，在乡镇驻地和有关村及时向村民公示，维护

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村民一事一议筹补资金实

行专账核算，纳入本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中心”管理。

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中心”依据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

经公示后群众认可的奖补资金支出明细表，办理结算手

续。其次，建立项目招投标和竣工验收制度。试点项目投

资规模5万元以上的，由各乡镇组织工程招投标。项目竣

工后，村民委员会要在1个月内，向所在乡镇提出项目验

收申请，由乡镇上报县级财政、农业部门，县级财政、农

业部门要及时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对验收合格的项目，出

具验收合格报告。再次，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各区县和乡

镇对村民一事一议原始资料实行档案化管理，将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的会议记录、村民签字表、筹资筹劳方案、奖

补资金申请表、施工合同、项目决算书、竣工验收报告等

相关原始材料汇总归档。最后，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各级

财政、农业部门定期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

性进行检查，确保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有效调动了农

民筹资筹劳、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2010年全市286

个试点村全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完成了筹资筹劳工作，

270个村试点项目已完工，16个村已进入工程收尾阶段。建

成村内水渠53.1千米，堰塘水窖112万立方米，村内安全饮

水管线102.7千米，小型水利设施13个，村内公共活动场所

15个，桥涵4座，道路119.6千米，村内绿化植物2.2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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