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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山梁  坚定的脊梁
—— 记重庆市万州区高梁镇财政所

宣传等开展零距离服务，引进了以连江

机械公司、天鸿物流集团等为代表的规

模以上企业7家，年创税1000万元以上，

解决就业800多人。

同时，财政所围绕巩固发展农业基

础财源和促进农民增收、支持发展特色

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区域特色财源，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全镇形成了以天鹅、豪家等村为

中心的5000亩蔬菜、核桃基地，培育出

以金菜篮、天禀农业为代表的区级农业

产业化农头企业。

“敞开镇门迎凤来，凤落高梁强财

政。”五年来，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1.89倍，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1.88倍，

财政支出增长1.16倍。年年在超越，年

年创新高，年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理财有方，精耕细作聚财力

财政预算精细化。一是完善财政

预算编制。全镇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单位

基础数据库，掌握人员和编制、工资及

津贴、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数据，强化对

财政收支运行数据的掌握与监控，统筹

考虑区域经济、基础建设及产业转型升

级等因素影响，推进预算管理与资产管

理、绩效评价相结合，提高预算编制科

学化、精细化水平。二是构建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公共财政监督体系。建立起

财政工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定期汇

报制度。清理出需要依法向镇人大汇报

的事项，明确汇报时限，制订按月推进

计划，写入财政年度工作要点，定期向

镇人大汇报。推行财政预算公开, 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满足和保障广大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是聘请事

务所内控审计。专门聘请审计事务所全

程加强对全镇财政预算、财政资金安排

等财政业务工作的审计，主动接受审计

监督和指导，确保财政资金和财政干部

的双安全。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

财政资金管理分散，各支出部门和站所

多头开户、重复开户的混乱局面。同时，

有效控制了一般性支出，使“三公”经

费下降了14%左右，并遏制了新的债务

产生。

财力汇聚谋长远。分解责任，抓收

入促增长。根据全年目标任务，以完善

重点税源档案和细化任务责任为抓手，

高梁镇财政所，作为重庆市万州区

52个财政所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始终高

扬“维护公共利益、建设公共财政”的庄

严承诺，坚持“持续求进、务实发展”的

工作思路，把财政事业根植于人民群众

的沃土之上，坚守基层，做好“生财、聚

财、用财、育才”四篇大文章。

生财有道，筑巢引凤做蛋糕

高梁镇属于经济重镇、移民大镇，

由于种种原因，处在不城不乡、非工非

农的尴尬境地，导致经济发展落后，招

商引资困难，财政状况窘迫。为了摆脱

这种困境，财政所在镇党委政府领导

下，大力招商引资，主动派出干部为外

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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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风采

深入走访、服务企业，建立全镇重点税

源台账，进一步做细、做实零散税源、

个体税收、重点税源的排查。将任务细

化到具体责任人员，明确挂钩企业和项

目，以人盯企业、以人盯税源，确保全

年收入任务完成。

财政运行强制度。建立健全了镇机

关财务管理制度、“村财镇代管”财务管

理制度、乡镇财政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等

12个规章制度。大力推行“一个漏斗向

下”的财政资金管理模式，对一般资金和

专项资金加强监管，实行预算账户管理，

其它账户实行零余额结算，有效监管乡

镇财政资金。全镇村居统一由财政所开

设独立账户核算，并专人管理；村居集

体组织的所有收入，包括财政按上级核

定的办公经费，全部进入“村财镇代管”

账户；财政所“村财镇代管”账户按照村

（居）别设置22个账套分别核算，各村居

设置报账员，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镇财政不占用其一分钱；财政所配合

农业服务中心定期清理村居的资产、债

务、资源、资金，并及时汇报给镇党委、

政府；对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维护实

行报告制和审查制，由村居向镇政府编

制报告说明情况，由镇政府指派专业人

员实地审查，并报党委政府研究后执行。

2011—2014年全镇累计化解债务823万

元，并杜绝了村级违规自行新增债务。

用财有度，一枝一叶总关情

民生财政建设的关键在“建人”，

“建人”的关键在“健心”。近年来，高梁

镇财政所把支持“三农”放在各项工作

之首，情系“三农”，为高梁那方贫瘠的

土地播洒“及时雨”。

让学习提高“三农”知识成为基本

习惯。每年都安排职工到对口支援高

梁镇的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充

电”，组织职工参加市区财政局的各种

培训，每季度都召开包括“三农”在内的

财政经济形势分析会，学习最新理论、

最新知识。每月的党小组活动，人人发

言，轮流主讲，教学相长，在全所形成

浓烈的学习氛围。

让调查研究“三农”问题成为基本

方法。财政所把调查研究作为刚性工作

要求，在区财政学会的支持下，每年都

承担全区财政学会专题调研乡镇会，先

后完成《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政策的评价与思考》、《对支农

资金整合若干问题的思考》等课题。

让谋划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基本

目标。牢固树立“事事关乎党的形象”的

理念，严谨细致落实党的惠农政策。如

在农民直补资金管理和使用问题上，严

格依照政策和程序办事，对农民的询问，

坚持有问必复；对农民反映的问题，坚

持直接走村入户调查核实，有错必纠。

财政所每年主动把全镇最贫困的村

作为自己联系的村居，为村社提出经济

发展建议40多条，走访农户上百户，为

贫困户捐款2万多元，与近20户农户结

成了亲戚。从2011年至今，全镇共投资

9000多万元在全区率先修建起财政服务

中心，修建人行便道45公里，在22个村

居修建或者改建公共服务中心，新建、硬

化、油化、整治9条乡村公路37公里，改

造了11个村安全饮用水，受益人数达3.5

万余人，整治了山平塘130口、渠堰25公

里，整治了新店、天鹅、苎溪河高梁段河

堤2000米，修建两所敬老院。同时，自

筹172万多元解决了多年来诸如民师、畜

牧、农机等退职临时人员的悬而未决的

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育才育人，不遗余力炼铁军

高梁镇财政所有一支清正、高效、

担当的财政干部队伍，与镇党委政府坚

持不断的育人工程分不开。他们对财政

所干部提出了必须树立三个意识，就是

纪检监察意识、审计意识、检察院意识；

树立一个理念，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建

设公共财政；喊响一个口号，就是今天

我以做一名高梁财政所干部为荣，明天

高梁财政所以我为荣。

合理设置岗位，确保人尽其职。财

政所从岗位体系上分为预算会计岗、单

位会计岗、部门会计岗、村财镇代管会

计岗、机关出纳岗等17项，实行定岗、

定责、定人，一人多岗，一人多责。同

时，财政所主动承担全镇贫困村的帮扶

工作，最贫困的村财政所主动承担，完

成一个贫困村的脱贫后又主动承担新的

贫困村，成为全镇脱贫工作的主力军和

先锋队。 

营造上进氛围，确保业务精良。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有效手段开展财政

财务知识培训和联系服务群众能力的培

训，强化干部服务村民村居的意识，增

强村财管理、村债管理的本领，充分发

挥“生财、聚财、用财、监督”的职能。

全所干部职工都取得了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干部职工的财政业务知识和水平大

幅度提高，成为万州区财政系统的典范。

防范廉政风险，确保干部廉洁。提

高服务效能，优化办事流程，公开办事

指南，严格落实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

首办责任制制度，通过展板公开财政资

金申报审核拨付流程，规范服务行为。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清理确认和规范行

政权力和重要业务事项，制定廉政风险

防控措施，印发廉政风险防控手册，从

源头上加强了对关键岗位的监控力度。

加强与区检察院、审计局预防职务犯罪

共建，坚持每年组织财政干部到监狱、

廉政教育中心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增强

职工拒腐防变的能力。2010年以来，财

政所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的举报和不良反映，没有一例违规违

纪情况发生。

（重庆市财政局人事教育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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