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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安居工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少时，只能采取抽签方式确定本年可领

取补贴的群众，这种方式造成了部分群

众当年享受不到国家补贴。

在边疆地区实施安居工程是党和政

府对各民族群众的关怀并给以经济上的

实惠，是把民心凝聚到建设美好家园上

来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民族团结、稳固

边疆、和谐发展的需要。笔者建议，要

增强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大局意识，

积极稳妥推动安居工程工作的开展。

一是加强安居工程管理。各级主

管部门应把安居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要制定工作标准，落实年度推进

计划，明确责任主体。及时分析研究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拿出解决办法。具

体执行部门要有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和具体措施，确保人力、物力、财力到

位，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加强协

调，加快项目进度。对口援建省（市）

和受援地政府协调衔接工作要到位，

制定的援助计划如有缺口应及时调整 ；

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安居工程

可否当年先不要下达补贴计划，而是

根据当年乡镇实际完成量结算补助资

金，以减少补助不公平的问题，即第二

年安排的补助资金为前一年完成的工

作量应得的补贴资金 ；严格资格审查，

加强惠农政策基础信息录入工作，避

免和减少工作失误而给群众带来损失，

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杜绝一

户多购的问题。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建议中央出

台统一政策，对补贴资金进行整合，由

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和发放，切实解决政

出多门、工作交叉重复等问题 ；改进补

贴方式，对所有安居工程补贴资金进行

整合归并，避免重复交叉，在确保不降

低农民实惠的基础上，减少补贴项目，

提高补贴额度 ；加强对配套资金的管

理，各地应量力而行开展安居工程建

设，在制订项目计划和标准时，应综合

各地经济的实际情况、财力状况等重要

因素，不要超出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确

保项目计划科学严谨、切实可行。对地

方政府承诺配套资金的要明确资金来

源，是地方政府安排的要纳入预算，是

银行贷款的，要有银行的承诺函 ；要

加强资金的稽查、 审计和专项检查等

监管工作， 确保资金按照国家基本建

设项目财务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杜绝

截留、挤占、挪用资金或以虚列工程内

容、虚报工程量、虚增定额等方式套取

项目资金。 

三是多措并举，推进安居工程建

设。政府主导，多种供应方式并存。政

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应以市场

化运作为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吸

引社会资金投向农牧民安居工程领域。

加大对安居工程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确保定居点水、电、路、气、通讯、

学校等社会事业等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让农牧民无后顾之忧。进一步加大对贫

困户的资金支持等措施，切实优先解决

贫困户的住房问题。对一些特殊的贫困

户，建议国家实行全额补贴或给予银行

贷款贴息，保证特殊贫困户具有基本的

居住场所，具备基本生活必须功能，体

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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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部边疆地区开始实施以

定居兴牧和安居富民为主要内容的农牧

民安居工程，使农牧民居住条件显著改

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致富增收途径

增多。作为深入民心的惠民工程，农牧

民安居工程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计划衔接不够。由于西部边疆

各受援地与对口支援地计划安排编制时

间不一，确定年度计划时援受双方未能

充分衔接，以及受各对口支援省市援助

资金预算投入总量限制等多种因素，致

使各对口支援省市安排的安居工程建设

规模（小）与西部边疆地区当年批准计

划（大）存在差异，部分建房户无法享

受支援省市补助。二是安居工程政策执

行有偏差。国家没有统一的对口援助资

金和项目管理办法。目前，各受援地各

自出台了援助项目和资金的暂行管理

办法，但各对口援助省市的项目建设标

准不统一，项目审批权限、审批程序、

管理方式等各异，对口援助资金的账户

设置模式、拨付流程、监督方式也不一

致，不利于援助资金和项目的统一规范

管理。三是安居工程资金补贴程序与实

际情况不吻合。每年年初，上级各部门

要求统计本年度安居工程预计补贴数量

时，即上报计划，作为基层政府，只能

按照上年度补贴量进行上浮或下调，没

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上级补贴资金到位

后，如到位补贴资金量达到了本年应补

贴资金量时，各乡镇按规定按标准及时

发放给应补贴群众 ；如到位补贴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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