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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山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山西省财政厅

配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

公开竞争立项机制的主要内容包

括 ：一是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突出

“六个坚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

主体地位 ；坚持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促

进农民脱贫增收 ；坚持县为主体，统筹

协调推进 ；坚持规划引导，突出地域特

色 ；坚持多元投入和资金整合 ；坚持完

善创新农村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村

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投入机制和管理制

度，保证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正常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二是试

点村标准明确“四个条件”。做到村党组

织坚强有力，广大农民群众熟知政策，

有一定产业基础，有一定区位优势，符

合“串点成线”要求。三是科学设定公

开竞争立项程序。各县认真制定美丽乡

村建设实施方案、完善建设规划，择优

筛选 3—5 个项目村“打包”，向市级财

政部门申报。强化项目初审准入，市级

财政部门组织专家组对项目申报地及

申报内容进行实地考察。筹建评审专家

小组，评审专家人数一般不少于 7 名。

坚持评审五项原则，按照规范化操作原

则、评审负责原则、好中选优原则、注

重守法原则、科学赋分原则对上报项目

进行综合评审。规范评审程序，制定科

学评审要点及评分标准。

务实重效，山西省美丽乡村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两年来，全省共确定 36 个

美丽乡村试点县（市区），330 个项目试

点村，省财政投入 3.6 亿元，整合各类部

门资金 11 亿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92

亿元，加上农民筹资筹劳、社会捐赠等

投资总额达 110 亿元，财政撬动比例达

到 1 ：30，全省掀起了建设美丽乡村的

新高潮。

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

一大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靓丽名片和经

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二是特色优势产业

得到较快发展。“让农村美，让农民富”

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最终目标。通过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土地流转，引导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推动了小杂粮种植、核桃

种植等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产业和具

有山西乡土文化气息的乡村特色旅游、

休闲观光和农家乐等产业加快发展。同

时，积极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建设，

完善电子商务销售渠道，不断创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财产收益机制，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力促进了农民

增收。三是县级整合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330 个项目村投资总额达到 111.49

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奖补资金 5.4 亿

元、市县财政配套 1.3 亿元、社会捐赠

783.156 万元、筹资筹劳 3407.2 万元、整

合各类财政资金 11.1 亿元、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 91.97 亿元、其他资金 1.3 亿元，

各类资本要素得到有效集聚，县级攥紧

拳头办事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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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省财政厅认真学习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指示要求，积极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得到了全省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共同认可。2016、2017 年几

乎所有县长都参加了“美丽乡村”竞争

演讲比赛，“美丽乡村”成了山西经济

领域的热点话题，成了脱贫攻坚的平台

和小康社会的榜样。一大批建成或正在

建设的美丽乡村游人如织，农民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正在悄然发生着重

大改变，习总书记考察过的苛岚县宋家

沟、王家岔就是山西省美丽乡村的一个

缩影。2017 年，财政部向山西省增加了

30% 的农村综合改革资金。

创新思路，建立美丽乡村资金“竞

争立项”分配新机制。山西省从 2013 年

开始探索一事一议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

作，当时由于缺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先期试点县将试点资金等同于一事一

议资金使用，投入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普遍缺乏农村建设“一盘棋”意识，

资金整合能力弱，创新意识不够，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发挥不明显。面

对存在的问题，省财政厅与财政部加强

政策沟通，赴外省学习交流先进经验，

到全省部分市县进行深入调研，并分析

原因，进行大胆创新。从 2016 年开始，

建立了美丽乡村资金“竞争立项”分配

新机制，充分调动各市县积极性，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财政资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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