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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财政预算日益透明、财税体制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不

断加强……过去的五年，是“很不平凡”的五年。党的

十八大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指示，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深入推

进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抓实干，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五年华章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为展示五年来的财政改革发展成就，我刊特邀请地方财

政部门撰文，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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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西视察时，在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

舞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群众的斗

志。山西是著名革命老区，也是全国扶

贫开发重点省，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中，山西就有吕梁、太行 2 个。全省

119 个县（市、区），36 个是国定贫困县

（片区县）、22 个是省定贫困县，集中分

布在西部吕梁山区、东部太行山区和北

部高寒冷凉区。2016 年，脱贫攻坚实现

首战首胜，全省 57 万人口脱贫，1900 个

贫困村退出贫困线。今年的目标任务是

14 个贫困县摘帽，2270 个贫困村退出，

66 万人口脱贫，实现再战再胜。 

实现扶贫投入总量和增幅“双增

长”，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县

2017 年山西省安排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 72.56 亿元，比 2016 年的 32.9 亿元

增长 1.2 倍。省级 55.92 亿元，包括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27.4 亿元，比 2016 年增

长 30%，其中分配给 10 个深度贫困县

10.75 亿 元，占 比 31.2% ；安 排 用 于 脱

贫攻坚债券 25 亿元 ；安排用于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 3.52 亿元。市级安排 8.0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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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11.45%，优先支持深度贫困县。

县级 8.56 亿元，增长 86.9%。2018 年省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拟再增长 30%，达

到 35.62 亿元。

建立农业（扶贫）产业发展基金和

扶贫周转金制度

一是建立了山西省农业（扶贫）产业

发展基金，总规模 30 亿元。其中，省财

政安排整合引导资金 3 亿元，按照 1 ：9

比例向金融企业和社会募集资金。优先

向 10 个深度贫困县投放。基金以股权方

式投资，采取募投制，投资项目成熟一

个投放一个，目标是“强龙头、创品牌、

带农户”。 

二是建立了山西省扶贫周转金，周

转金总规模将达到 80 亿元以上。2017 年

为 21.6 亿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安排 3.6 亿元，市县整合资金 3.6 亿元，

银行项目贷款 14.4 亿元。2018 年和 2019

年各 30 亿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各安排 5 亿元。投资期限一般为 1 年

期以内，具体借款金额同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挂钩。债权方式投资，重点为“一

村一品一主体”的实施主体发展特色产

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建立风险补偿金

制度、政策性担保制度、周转金补充制

度和容错机制。 

三是发挥 4.74 亿元财政风险补偿金

作用，积极推广政银企保农“五位一体”

小额信贷模式，通过政府支持、银行投

放、保险保障、实施主体使用、贫困户

承贷并获益的多方联动，提高扶贫小额

信贷覆盖率和贫困群众受益面。今年已

新增扶贫小额贷款 40.35 亿元，是去年

同期 2.23 亿元的 18 倍，受益贫困户 8.7

万户，是去年同期 4427 户的 19 倍。 

足额筹措易地扶贫搬迁资金，建立

搬迁人口宅基地腾退拆除奖补机制

“十三五”期间，山西省 45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和 11 万需同步搬迁人口

的易地搬迁资金需求大约在 280 亿元以

上，由省扶贫公司统贷统还。按照“区

别对待，分级负担”政策，省级财政拿

大头，负担比例达到 86.5%，市县财政

负担 13.5%。着力破解易地扶贫搬迁难

点问题，建立搬迁人口宅基地腾退拆除

奖补机制，双签移民搬迁与旧房拆除协

议，对签订旧房拆除协议并按期完成拆

除的，按人均 1 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

对签订复垦协议并自行完成旧宅基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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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的人均再奖励 5000 元。对同步搬迁

人口，也将比照此办法，按照常住在村、

季节性居住和长期在外居住三种类型实

施分档次、差异化奖补，人均奖补资金

不超过 1.5 万元。具体补助标准由县级

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与此同时，实

施危房改造和危险土窑洞改造提升行

动，投资 10.91 亿元，确保 7.79 万四类重

点对象（含居住危险土窑洞的 16968 户

贫困户）冬季前入住。

探索财政资金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积极探索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

他财政涉农资金股权化，作为贫困村、

贫困户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中的股份，

使贫困村、贫困户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中获取资产性收益，从而建立市场主体

与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其中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投入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合作社形成的营利性资产，只能以

优先股的形式量化给贫困户。而财政涉

农资金投入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

营利性资产，除设立贫困户优先股外，

剩余部分按一定比例量化给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其他成员。

目前，山西省财政资金资产收益扶

贫模式主要有 ：委托经营收益模式、借

贷获息收益模式、合作经营收益模式、

公共服务设施收益模式等，这些新兴模

式大都以保本微利、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为原则，有的还引入了政策性保险，

有效抵御了市场风险。光伏扶贫是一大

亮点，6 月底全省 712 座村级电站、18 座

地面集中电站并网发电。光伏电站投入

形成的资产及收益量化折股村集体，收

益分配向贫困户倾斜，通过公益岗位扶

贫、奖励补助等支持贫困户增收。

破解“支出型贫困”的突出问题

针对因病因学致贫返贫等突出问

题，构筑健康、教育、社保等多重防线。

出台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实施方

案，每年投入 11.7 亿元，对农村贫困人

口实施“三保险、三救助”，即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保缴费全

额救助、辅助器具免费适配救助、特殊

困难帮扶救助。县域内、市级、省级住

院医保目录内费用个人自付分别不超

过 1000、3000 和 6000 元，将住院医疗费

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 90% 以上。全面

推行贫困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平台结算，实行乡村医生乡村干

部健康扶贫“双签约”，每个贫困户有一

名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有一名乡村干部

签约政策兑现、费用报销，切实解决好

群众政策不知情、就医报销难等问题。

对贫困家庭学生，落实各阶段学费减免

和补助政策，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 万元，设立教育扶贫个人资助账

户，定额资助初中、高中和高等院校在

读贫困家庭学生。加快农村低保和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今年城乡低保标准

每人每月提高 20 元以上。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实施精准

扶贫

2016 年 7 月，为贯彻落实好国办发

〔2016〕22 号文件精神，山西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

实施精准扶贫的意见》，在全省 58 个贫

困县全面开展了统筹整合使用资金试点

工作。省级层面所有能够用于贫困县统

筹整合的 9 类 83 项资金都要向贫困县

倾斜，从 2017 年起，要同口径平均增长

10%，其中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

革资金按不低于资金总量的 60% 向贫困

县倾斜。 

一年来，山西把统筹整合工作作为

有效保障贫困县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抓手，高位推动，阶段施策，

环节发力，典型引路，基本解决了 2016

年存在的整合工作上热下冷，压力传导

不够 ；政策理解不到位，没有释放出应

有的红利 ；工作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

唱独角戏 ；项目库建设滞后，资金等项

目问题严重 ；管理办法不配套，制约试

点深入 ；向贫困县倾斜支持力度不够，

影响了贫困县集中资源打攻坚战等六

个问题，初步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突

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省财

政扶贫投入进一步加大。省直部门对贫

困县的倾斜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17

年分配给贫困县可以统筹整合的资金

84.7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2.19%。二是

贫困县财政保障能力明显增强。2017 年

贫困县实际统筹整合资金 60.22 亿元，

占 到 可 整 合 资 金 的 71%, 比 上 年 增 长

56.12%。三是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

明显提升。贫困县均建立了项目库，以

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按照脱贫效益最

大化原则配置资源，确保资金跟着项目

走，项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脱贫目

标走。 

为进一步推进统筹整合工作，山西

省还将采取系列强化措施抓好脱贫攻坚

工作。一是指导全省各贫困县提前启动

2018 年扶贫项目的选定，该论证的提前

论证，政府采购的项目提前申报，防止

“资金等项目”现象发生，充分释放扶贫

资金乘数效应。二是借助山西农业云平

台，建设全省统一的项目库和统筹整合

资金信息系统，规范项目库建设，做到

资金与项目库有机衔接，非项目库的项

目不得实施。三是组织专业人员分片区

进行培训，抓“关健少数”，重点加强对

贫困县县长和县统筹整合领导组成员的

培训。同时解决好统筹整合资金使用方

案要求与脱贫攻坚规划不衔接等问题。

四是不断完善现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对原 9 类 83 项资金进行再梳理，进一步

明确 6 类 56 项完全可以大类间打通、跨

类别使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打酱油

的钱可以买醋”，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

和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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