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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力精准施策 
抓紧抓实脱贫攻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重点工作的资金需求。

“十二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0年的1012万人减至2015年底的

452万人，共实现560万人脱贫，贫困发

生率由2010年的23.9%下降到2015年

的10.5% ；投入基础设施的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29.41亿元，共修建砂石路8530

公里，硬化路8130公里，桥梁1158座，

小型人饮1965处，小型水利247处及其

他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水毁道路的修复

等项目，贫困地区行路难问题得到有效

缓解，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全区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共扶持贫困群

众发展蔬菜、水果、药材、桑树、剑麻、

甘蔗、茶叶、烤烟等特色优势种植业

174.62万亩，发展养殖牛、羊、猪等大

头牲畜1008.79万头，饲养家禽3587.98

万羽；全区培育示范农户205.6万户，

人口1000多万人，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机制创新：

财政相关涉农资金整合优化

改革分配机制，增强县级整合资金

的自主权。一是从2014年起，全面实行

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制度，

扶贫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由自治区按因素法切块

分配到县。加大竞争性和扶贫绩效在资

金分配中的权重，初步建立了以扶贫绩

效为导向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机

制，增强了县级整合资金的自主权。二

是明确要求自治区、市各有关部门对能

够切块分配下达的扶贫资金和部门项

目资金，要一律采取因素法切块下达，

由各县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使用；对

必须明确到县具体项目单位的资金，要

围绕贫困县的相关规划和项目平台优

先安排。据统计，2015年，中央和自治

区财政下达54个贫困县、片区县各类

资金852亿元，比2014年增长16%，其

中，支持三农各项事业发展资金294亿

元，比2014年增长10%。同时，2015年，

自治区本级财政压缩培训费在内的各

项支出2.34亿元用于扶贫。

搭建平台，整合资金。“十二五”期

间广西坚持以“兴边富民”行动计划、

石漠化片区扶贫攻坚、扶贫生态移民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自治区重大项

目为平台，共筹措落实交通、水利、教

育、卫生等各方面资金1600多亿元，全

面解决了0—20公里范围边境地区群

众生产生活特殊困难，改善边境群众民

生，加快边境地区发展；支持片区县的

公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危房改造、新建

和改建农村中小学校教学楼、宿舍、食

堂以及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搬迁生活困难人口30万人，

并配套建设了相关生产生活设施，确保

广西作为集“老、少、边、山、穷”

于一体的自治区，贫困人口多、贫困面

广、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任务重、压

力大。至2015年底广西还有452万农村

贫困人口，约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

的7%，在全国排第4位。为确保到2020

年，全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广西财政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政策

支持，完善相关涉农资金整合机制，走

出一条符合广西实际的精准扶贫路子，

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力度加大：

财政专项扶贫投入不断加大

近年来，广西财政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不断加大财政对扶贫的投入力度，

初步形成了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据统

计，2011年至2015年，统筹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支出达135.63亿元，年均增

长20.62%。其中，争取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108.53亿元，年均增长16.57% ；

自治区本级专项扶贫资金27.1亿元，年

均增长近40%。各市、县也根据各地扶

贫开发任务和财力情况将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加大

投入，增幅和占比达到自治区补助资金

的一定比例，逐步在全区范围内建立起

与扶贫减困任务和本级财力相适应的

财政专项扶贫投入机制，有效保证了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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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使用创新：

财政资金投入使用方式转变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

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扶贫的投入。大力推

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和民办公助的扶

贫项目资金补助方式，逐步扩大补助项

目范围。提高产业发展项目中采取以奖

代补、先建后补和民办公助方式进行建

设的项目比重，提高对技术要求不高、

财政扶贫资金补助50万元以下的贫困

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民办公助项

目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中的比例。

鼓励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凡

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组织有

能力承担的扶贫项目、规划编制、项目

实施、项目验收、项目监管、技术推广、

信息提供、扶贫培训等工作和项目，均

可通过公开、规范的程序委托社会组织

承担。

进一步加大支持金融扶贫。2014

年，广西出台的《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扶

贫开发的实施意见》对扶贫贷款贴息标

准进行了调整，贴息标准比以前有较大

提高，贴息期限从原来的一年提高到不

超过三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贫困农户及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

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创新金融扶贫载

体，提高扶贫信贷资金精准度。启动金

融扶贫“百千万工程”扶贫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户增收项目等

遴选工作，大力实施龙头带动工程，完

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带动扶贫对象发展产业的

模式。安排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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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在全区105个县（市、区）开展扶

贫小额信贷奖补，选定田东、西林、凤

山、龙胜等4县作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奖补工作示范点。

监督强化：

财政资金使用受到严格监管

按照“谁安排谁负责、谁审批谁负

责、谁拨款谁负责、谁发放谁负责”的

原则落实监管责任。构建覆盖全区的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实时监控系统，建立资

金使用预警机制。健全扶贫资金项目安

排公告公示和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机制，

加大评价结果利用。定期开展审计检

查，健全审计检查结果通报制度。逐步

引入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强化对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日常

监督。逐步建立起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终

身追责制度和扶贫项目管理使用终身

负责制度。2015年1—6月开展的全区

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中，将扶贫资金

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共涉及56个县57.1

亿元扶贫资金，发现挤占、挪用扶贫资

金1136万元，已责令相关县全部追回

归位或从县级财政中安排资金归位，并

要求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

规严肃追究责任。

工作展望：

突出重点实现脱贫攻坚战多点突破

抓好资金的筹措落实工作，确保

脱贫攻坚资金需求。对照自治区党委关

于“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相关精神和要

求，要结合实际做好全区脱贫攻坚项目

资金的测算和整合筹措工作，确保自治

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发挥实效。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专项脱

贫投入。明确自治区本级及有关贫困市

县要按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量的

一定比例增列专项扶贫预算，各级财政

要将当年按规定清理收回的存量资金

中可统筹使用资金的50%以上用于扶

贫开发。另外，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97.5亿元专项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截至目前，2016年脱贫攻坚财政

投入为123.52亿元。一是自治区本级

年初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2亿

元。二是中央易地扶贫搬迁资金16亿

元。三是中央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7.52亿元。四是安排68亿元政府债券

用于脱贫攻坚，其中，30亿元以资本金

的形式注入广西农村投资集团公司专

项用于易地扶贫搬迁，38亿元用于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于村屯道路

建设）。

今后将根据脱贫工作实际，继续保

持财政扶贫专项投入的大幅增长。二是

改革和完善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

对贫困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社会保障、农业等一般性转移支付（除

中央和自治区已经明确按确定的因素分

配外）要引入贫困人口因素测算分配。

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除

引用贫困人口因素测算外，对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片区县适当提高补助系数。

同时，要求市级财政要将通过加大预算

投入、盘活存量、债券资金等筹集的资

金投入扶贫，在保障城区扶贫任务目标

完成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所辖县（市）扶

贫工作。三是加大行业脱贫投入力度。

要求按固定因素或固定标准分配的民生

改善、社会保障等领域专项资金，各级

财政要单列用于扶贫开发。其他支持贫

困地区的涉农专项，对54个贫困县的投

入原则上要高于资金总额的50%。

加强专项资金统筹整合，切实发挥

资金使用效益。以贫困县为重点，统筹

整合中央和自治区、市支持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保障、教

育培训等方面的涉农资金，由自治区、

市各有关部门根据自治区扶贫整体规

划和精准扶贫要求，结合行业扶贫的目

标任务和规划实施情况，提出能够切块

下达到贫困县的涉农项目资金及额度，

采取因素法切块下达，由各县根据实际

统筹安排使用，各区直相关部门应以切

块资金额度，对相关市、县提出考核目

标。对必须明确到项目单位、不宜切块

下达的涉农资金，要围绕行业扶贫规划

优先安排。对市县具有管理信息优势的

涉农支出，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切块下

达，由市、县统筹支配。

突出重点，发挥资金最佳效益。各

级各部门在涉农资金专项分配的使用

上，重点围绕54个贫困县、片区县、

5000个贫困村安排资金，优先确保贫困

地区发展的需要。各县（市）区在统筹

自治区、市切块资金以及县本级相关专

项资金的安排上，重点优先围绕县域内

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安排项目资金，除了

上级部门有特殊规定外，一般不得将相

关专项资金优先用于与贫困村以及贫

困人口发展无直接关联的项目和地区。 

健全完善财政激励金融、金融推动

扶贫的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实行县域金

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和农村

银行网点建设扶持政策，相关奖励政策

优先向贫困地区金融机构倾斜，重点体

现对贫困地区涉农贷款的奖励，引导金

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布点，增加信贷投放

量，提高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二是

支持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按合理分担

比例建立贫困户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共

同分担贷款损失。政府承担部分，由县

财政从自治区、市补助的财政专项资金

以及县本级财政中安排，为贫困户获得

贷款提供更好条件。三是设立扶贫产业

发展基金。从现有涉农专项资金中整合

一定比例专项资金，设立扶贫产业发展

基金，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龙头

企业发展。同时继续加大财政支持扶贫

贷款贴息额度，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力度，优先向贫困地区和贫困户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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