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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财政体制改革的“天涯范本”
——记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百姓，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这无疑是

一个“特殊”的基层财政局。

打造民生财政：

做老百姓的知心人

改革攻坚，首先要获得老百姓的支

持。建设“民生财政”，是天涯区财政工

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民生财政，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

财政局长王宏光说，构建不断改善民生

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向农村、向

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向困难地区和

困难群众倾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公

平合理、普惠标准不断提高的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

“如果没有区财政局的帮助，我们

梅村农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富足日

子！”梅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董永勤感

叹道。10年前，高中毕业的董永勤发现

海南热带特色水果一直是岛内外需求量

极大的产品，而在梅村，砂质的土壤结

构十分适合种植西瓜、哈密瓜、甜瓜等

作物。很快董永勤便在自己承包的土地

上干出了一番成绩，哈密瓜果然能为农

民带来好收益，他开始发动同村农民一

起扩大种植规模，共同致富。2006年，董

永勤带头发起的哈密瓜种植合作社成立

了，但苦于没有资金，无法扩大规模，财

政部门得知后从每亩1吨的化肥补助开

始，对梅村开启了一场长达10年的帮

扶。2009年，财政部门又对梅村农业设

施大棚进行建设补贴，不仅是梅村农民，

凤凰片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都被调动

了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发展设施农业。

仅哈密瓜种植一项，梅村农民年人均收

入就增加了5000元。近10年的努力梅村

从人均水田面积不足1亩，农户过日子

糊口都难的小村庄，发展到了拥有3500

余亩哈密瓜种植基地，成立了9个农民

合作社，人人都过上富裕生活的村庄。

近年来，为了发展现代休闲观光农

业，天涯区财政局扶持凤凰槟榔村5 A

级乡村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整合农业专

项资金8000万元、水利专项资金1022

万元、区级统筹资金1000万元，共投

入1亿多元对槟榔河续建、农业大棚、

文化室篮球场所、休闲主场、农家庭院

槟榔园等系列项目进行建设，景区建成

 近年来，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财政

局以 “民生财政、绿色财政、绩效财政、

活力财政、规范财政”为目标，贴近广

大老百姓，贴近民生，找准为民理财的

切入点，锐意进取推进各项改革，被誉

为海南财政系统改革的“基层范本”。

2014年1月，国务院批准在海南省

三亚市撤镇设区，实行区不设置街道办

事处和镇建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原凤凰

财政所、天涯财政所及三亚市河西区财

政局撤并组成了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它是一个具有机关和基层双重属性、融

管理和服务为一体的财政机构，直接服

务天涯区22个社区、20个行政村、92个

预算单位。这就意味着，在三亚市行政

区划调整的大背景下，区财政从此将在

高度“扁平化”的管理框架下开展财政

工作，没有经乡镇所一级，直接面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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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年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接待量达

到300多万人次，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

展，形成了深藏在三亚天涯景区里，和

滨海旅游相呼应的民族特色休闲风光。

发展绿色财政：

做产业提升的强势助推者

海南的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依靠

的是一批重点产业的支撑。海洋渔业无

疑是其中的支柱产业之一。2010年，疍

家渔民李亚贵、潘荣等一批靠海吃海的

渔民离开红沙港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知

道未来的生计在何方，日子该如何过下

去。按照城市发展规划，三亚红纱港今

后将不再用于养殖业，“一个一辈子靠打

渔为生的人，如果不让他在海边了，上

了岸他又能干什么？”渔民们陷入茫然。

在海洋部门的协调下，距三亚西岛7海

里的深海海域划出29.7公顷作为渔民们

重新进行深海养殖的海域。海域有了，

李亚贵和潘荣几位渔民抱团成立了海宝

养殖合作社，在去临高等县考察后发现

仅一个6米中长网箱的成本就要15万

元，该怎么办？大伙儿找到了区财政局。

如何运用财政杠杆，从根本上帮助

渔民解决困难，打破深海网箱养殖产业

的困局，天涯区财政人大胆探索，在王

宏光的带领下，财政调研小组分赴江浙

山东等地调研了解深海网箱养殖产业扶

持政策的法理依据，很快于2013年出

台《河西区重点渔业产业扶持办法》（后

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升级为《天涯区重点

渔业产业扶持（暂行）办法》），对渔民深

水网箱养殖、造大船、远洋捕捞、合作

社创立品牌等均给予扶持，这样的明文

政策，在海南市县中尚属首次。

过去渔民搞深海网箱养殖，高风险

下几乎拿不到任何银行贷款，可如今，

资金问题不再是瓶颈。海宝、海榆等渔

民合作社很快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海

宝养殖合作社购置35个深海网箱，近年

来养殖规模达到4000万元以上。天涯区

财政局重点扶持的渔业捕捞合作社、渔

业养殖合作社和救生筏检修站建设，近

3年共投入扶持经费400多万元，安排

榆港、南海、西岛三个社区3000余渔民

在养殖业、捕捞业、休闲渔业就业，渔

民人均年收入提高5000余元。财政扶持

政策充分调动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海

榆捕捞合作社出动渔船赴南沙捕捞作

业，有效宣示南海主权，海榆渔民合作

社还被评为了国家级渔民示范合作社。 

发挥财政绩效与活力：

做基层财政管理创新的探索者

在财政统一规范的基础上，力争发

挥出财政资金的绩效与活力，为此天涯

区财政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

财政直接拨付的征地经费实行国库

集中支付。近几年，随着天涯区经济的

快速增长，旅游、商业、地产等产业项

目征地激增，补偿资金量大，为保证资

金专款专用，天涯区财政局梳理全区86

个重点征地项目，重点核对清理财政直

接拨付的征地经费，将其从原征地拆迁

补偿专户调整至区国库，实行国库集中

支付。同时加强项目支出管理，提高项

目支出进度和保证预算执行质量。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唤醒“沉睡”中

的财政资金是改革的重头戏，如何让财

政存量资金重新释放活力？ 2013年在

清查财政存量资金中，原凤凰镇存量资

金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经过连续奋战，

翻阅原始凭证，一笔笔确认，全局当年

共核查出原凤凰镇可回收的存量资金

477万元，财政局将这些资金全部安排

用于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资金闲置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推行村集体“三资”报账改革。“三

资”代理服务中心深入基层，对村集体

资金支出风险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实行

村集体资金以村（居）委会集中报账，经

费支出通过银行批量代发并采取直接转

账的方式支付，解决报账的服务对象过

多、所开支票量过多、报账时间过长等

弊端，打下集体资金规范管理的基础。

搭建电子平台，推进财政业务信息

化。天涯区财政局率先在新成立的四个

区中完成系统平台建设，实现财政业务

系统电子化过程控制、痕迹追溯和信息

共享，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

使用。

紧契改革与发展的脚步：

做城市建设的攻坚者

在城市大规划上，2015年初，三亚

市被列入国家“双城双修”（城市修补

生态修复、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城

市）综合试点。作为区级财政资金管理

和拨付部门，天涯区财政局结合工作部

署，在打击、拆除违建工作中对涉及到

财政资金拨付、征地补偿经费等问题制

定专门的财务制度和财务流程：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拆违工作的专项日常工作经

费，保证拆违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征地

补偿方面，优先安排拆违部分的补偿进

行审核、报账，确保补偿资金的及时准

确发放。

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是近年来三

亚市的重点工作之一，2013年，全市实

施城边村改造项目23个，但是不少项目

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进度缓慢，天涯区凤

凰片妙林城边村改造项目更是其中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为打好攻坚战，天涯

区财政局与市国土等多个部门沟通，共

同制定对改造项目土地整合补偿资金管

理办法，指导征地组制定土地整合及地

上附着物补偿表，并深入妙山、六乡两

个自然村420户进行走访，为农户制定

个性化的发展方案，促成开发公司与被

征地农户签订未来年度收益分红合同，

赢得农户们的信赖和支持，使得改造项

目按计划顺利推进，成为三亚全市城边

村改造项目的典型范例。 

 （海南省财政厅组织人事处供稿）

  责任编辑  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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