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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 ：
整合严管出成效
助力扶贫当先锋
本刊记者｜喻胜强  

从合肥驱车去往岳西县，一路青

山绿水，仿佛进入天然氧吧。人们常说

生态好的山区，往往经济发展较差，岳

西县就是集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于一体的县

份，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2016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62 亿

元，增长 8.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94 亿元，增长 12.6%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42.3 亿元，增长 8.7%……

岳西县财政局局长胡知青说 ：“近

年来，我们始终以财政管理为抓手，以

加强预算执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资金为着力点，全面提升财

政管理水平 , 为全县民生改善和脱贫攻

坚提供了较好的财力保障，受到了国务

院办公厅的通报表彰。”

拓宽整合资金  全力支持脱贫攻坚

2015 年启动脱贫攻坚战以来，岳西

县财政局就牵头开展了涉农资金整合工

作，通过整合将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贫

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进一步规范

资金整合工作，出台了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实施办法、实施方案、资金

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将扶贫办、发

展改革委、农业、水利等 14 个部门的涉

农资金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投向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比

例要达到 50% 以上，由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办公室、项目主管部门、财政局联合

下达项目计划。2016 年，共统筹整合各

类资金 50856 万元，并要求各级财政部

门清理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可统筹使用

部分用于脱贫攻坚的比例不低于 50%。

运用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加大脱贫攻坚投

入，安排 10090 万元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资金用于脱贫攻坚，占地方政府新增债

券资金的 62.2%。

2017 年 以 来，坚 持 保 基 本、保 运

转、促脱贫原则，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县本级已安排脱贫攻坚预算资金

2.07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 亿元。涉及财

政资金整合 19 项 72099 万元，整合用于

脱贫攻坚资金 50492 万元，整合度 70%。

持续开展存量资金盘活工作，已收回存

量资金 2177 万元，安排用于脱贫攻坚

1300 万元，占 59.7%。

岳西县财政局将固本强基拓展“造

血”功能，确保扶贫资金效益，作为抓

好财政工作的重要原则。灵活运用财政

政策工具，完善财政投入方式，鼓励引

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助力脱贫攻坚。

注入 5000 万元资本金成立农投公司，整

合集中选派干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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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申请撬动县农发行扶贫批发

贷款 5 亿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全市率先出台贫

困户“带资入股”扶贫小额贷款实施方

案，积极推行贫困户带资入股“1+1+N”

信贷模式，每一个乡镇安排一家信誉好

的县域骨干规模企业，实行“企业 + 贫

困户”，带动若干自主创业能力弱的贫

困户增收脱贫，扶贫办、县农商行、保

险公司共同签署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合作

协议。今年，已推荐安排企业 51 家，银

行授信规模 1.296 亿元，带动入股农户

2592 户 5 万元户每户年分红 3000 元。建

档立卡贫困户评级授信面达到 100%，

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12000 多户达 3 亿余

元。其中当年新发放贷款 2 亿余元，超

额完成省下达的 1.071 亿元年度任务。

出台“百企帮百村”方案，设立奖励

补助资金，以扶贫资金、小额贷款、土地

资源入股等形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引导 36 家企业

在乡镇设立 120 个扶贫工厂（车间），有

的将生产车间前移至乡村，共吸纳 2022

名贫困人口就业，月平均收入 1700 元左

右，实现了双赢。县内规模以上企业到

村建立电子、纺织、鞋帽、茶叶、食用菌、

特色养殖等“扶贫工厂”“扶贫车间”和

养殖场 81 个，吸纳 1261 名贫困劳动力就

近就业，年人均收入达到 2 万元。坚持走

特色产业化扶贫之路，以茶叶、蚕桑、蔬

菜、林药、养殖、构树、旅游、劳务、电商、

光伏“十大产业扶贫”为抓手，创新产

业扶贫机制，做到每个贫困户有 2 项以

上“长短结合”的稳定增收项目，每个贫

困村有 2 个以上特色产业基地，贫困户

特色产业收入达到脱贫总收入的 50% 以

上。2016 年安排产业发展类项目 13546

个，户均 3.75 个，共发放贫困户产业发

展启动资金 2000 万元、奖补资金 2122 万

元。在多方考察研究后，全国首创用 PPP

模式实施光伏扶贫项目，实现行政村光

伏电站建设全覆盖。据统计，全县 11400

户贫困户户均光伏发电增收 3000 元，

182 个村年均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元。

发挥财政职能  支持引导经济发展

岳西县财政局始终把厚植财源、做

大财政蛋糕作为第一要务，认真落实积

极财政政策，起草出台暖企升温、招商

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全域旅

游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贯彻落实国家结构性减税降费政

策，2016 年全年减免税收 10611 万元，

其中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 2571 万元 ；

调整企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率，分

别从 20%、1.5% 下调到 19%、1%。

发挥担保贴息作用，千方百计扩大

财政资金放大效应。加强政策性担保体

系建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运用小

微企业续贷过桥资金为 115 家企业周转

贷款金额 5.52 亿元。发挥财政资金的支

持引导作用，设立 3000 万元的产业发展

基金和政府奖励基金，支持引导工业、

科技、旅游、文化、现代农业等产业发

展。设立 1500 万元股权专项基金，充分

利用资本市场扶贫政策，引进 4 家有规

模、有实力、有前景的域外企业落户岳

西，运用“绿色通道”机遇推进上市。

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对旅游方面的

支持和引导，不断推动旅游业健康稳

步发展，支持天峡、明堂山、大别山彩

虹瀑布、红军中央独立第二师旧址、红

二十八军军政旧址等一批山水和红色景

区的基础建设。同时，积极支持乡镇旅

游业的发展，建设温泉特色小镇、神茶

之乡、凉爽小镇、鲜花小镇、清凉小镇，

部分景区成效明显，已经吸引国内外旅

客纷至沓来。

严管政府债务  发挥社会资本作用

岳西县财政局着力加强政府债务管

理，成立政府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将政

府债务纳入政府年度综合考核，严格控

制政府债务规模。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

作，有力推进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健康

发展。延伸防范工作，加强乡镇和村级债

务管理，从 2014 年起，启动了相关债务

摸底工作，并出台有效化债的专门文件，

防止乡镇债务和村级债务影响社会稳定。

从岳西县财政局提供的相关数据可

以看出，2016 年末，全县纳入政府债务

管理系统的债务余额为 201375.42 万元，

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177138.42

万元，控制在县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政府

债务限额之内。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

务 24237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000 万元。

2016 年一般债务付息率为 0.8%，低于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0% 的预警线。

安徽省财政厅等上级财政部门对岳

西县政府债务规模的综合判断是 ：债务

适度，风险可控。

注重发挥社会资本在公益事业建设

中的补充作用是岳西加强债务管理的一

大特点。按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规

定，岳西县于 2016 年与中城建第十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项目内容为

“岳西县四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

档案馆）一中心（规划展示中心）、温泉

大道及标准化厂房 PPP”，合作期限为

12 年，协议金额达 44769.28 万元。2017

年以来，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岳西县城乡环

卫一体化 PPP 项目已招标成功。根据多

方论证，该项目实施将极大提升岳西环

卫服务整体水平，同时将促进生态示范

县建设能力迈上新台阶。

他们还吸引企业投入资金 1500 万

元，金融资本投入 600 万元，群众自筹

资金 9500 万元，用于全县 11 个乡镇、自

然村的整治建设。截至目前，村垃圾处

理、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村庄亮化等工作基本完成，生态

岳西、秀美岳西、文明岳西的形象正在

逐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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