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本期专题CHINA STATE FINANCE

一事一议聚民心 以小撬大美乡村

远。这里的村民早就想借此地利发展旅

游，通过集资购置了游船、汽艇，办起

了小打小闹的“边境旅游”。然而苦于

缺乏资金，好多基础设施滞后，进村路

还是泥巴路，排水沟、垃圾处理等一些

硬件建设跟不上，村容村貌更是脏乱不

堪，极大地制约了生态观光和旅游服务

业的发展。2012 年，该村争取到了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试点项目。在群众集资的

基础上，利用上级安排的奖补资金、整

合各部门资金以及社会集资捐助等共20

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硬化了进村

道路，修建了凉亭、文化室，还建成了

一个有 20 个车位的停车场。2013 年，这

个村又被列为崇左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点，利用各方资金，对 1500 米村道进行

绿化和亮化，还建设了一个 320 平方米

的党群活动中心。该村旅游项目终于风

风火火地兴办起来了。村党群理事会成

员刘海泉激动地说，是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帮我们解决了资金大难题，不然我们

的旅游项目还只是梦呢。

在大新，好多农村公益事业项目，

都是像路下屯这样靠 “小钱撬动大钱”

来解决资金困难的。正是这些发生在身

边的事，使群众感受到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投劳集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除此以外，大新县以财政奖补为

引导，吸引社会力量大参与。把一事一

议项目和“美丽广西 • 清洁乡村”活动

有机结合，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开

展“三返乡”（领导干部返乡、农民工返

乡、创业能人返乡）活动，吸引各类本

土经济能人、成功人士以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回报家乡 ；发动群众扩大甘蔗种

植，吸引制糖企业加大村屯建设支持力

度，达到“村企双赢”；动员落地企业支

持周边村屯建设，以实际行动赢得周边

村民对项目建设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大

力宣传，形成了以财政奖补资金引导，

村集体出资、民间资本捐资、受益群众

筹资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2010—2013 年，共实施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 1016 个，总投资 2.18 亿元，

其中中央、自治区奖补资金和县里的配

套资金只有 0.45 亿元，而由此“撬动”

的其他资金则多达 1.73 亿元。项目涉

及屯级道路建设、机耕路建设、文体设

施、人饮工程、农田水利实施、村屯亮

化美化等领域。受益村屯 780 个，累计

受益群众达 30.75 万人 ， 占全县总人口

的 82.43%。2014 年安排了财政奖补资

金 1260 万元，计划实施项目 167 个，建

设内容包括屯级道路硬化建设、文化室

建设和篮球场建设等。

小项目“撬动”新发展

恩城乡维新村新胜屯在实施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以后有了意外的收获。

2012 年，通过一事一议项目建设将村

里一片废弃地建成了文化体育广场，还

对广场边的臭水坑进行了改造。依托文

化体育设施，他们组建了篮球队和文艺

演出队，进而吸引了周边的村民前来参

与。他们的文艺队几年来到县里、市里

和省会南宁演出，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事一议项目实施

□崇左市大新县财政局   

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大新县，近年来在富民兴边行动中

创造了奇迹 ：利用 4500 万元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作为“支点”，成功“撬动”

了 2.18 亿元民间资本投入农村公益事

业，以小投入推动了大建设。如今，这

个拥有 46 公里边境线的山区县，村容村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处洋溢着勃勃

生机。

想办法把大钱“撬”起来

大新县自2010年实施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机制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政

奖补资金，但仍难以满足群众进一步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大新县针

对这种情况，着眼于创新资金整合模式，

努力以有限的资金“撬出”大钱来。按照

“渠道不乱、权限不变、优势互补、各记

其功”的原则，将发改、农业、水利、扶贫、

移民、民族等涉农资金和“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资金捆绑起来，确保涉农资金整

合“进村入屯”。同时，通过积极引导，组

织群众筹资投劳，发动社会捐赠等方式，

将群众自筹和社会捐赠资金进一步整合

到一事一议项目中。通过整合资金，一块

钱“引出”了近五块钱，有效化解了农村

道路“一年修一截、十年难成路”的尴尬，

形成了“各方修一段，共建连心路”、“你

架桥、我铺路 ；你建场所、我硬化”的生

动局面，发挥了资金的最大效益。

雷平镇车站村路下屯紧靠美丽的

黑水河，与上游著名的德天瀑布相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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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个村路旁的竹林、果树葱葱郁郁，

凉亭闲致，青瓦白墙，规划得错落有致，

还有漂亮的小公园，这些村容村貌的变

化引起了影视部门的关注。今年 4 月，

由中央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

36 集电视连续剧《农民篮球队》在这里

开拍。屯里的几个乡亲作为群众演员参

加了 10 多天的拍摄，成了四里八乡羡慕

的“明星”。现在村民打算趁这股东风，

把村子办成旅游点。

像新胜屯一样，依托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建成项目策划新发展的村屯在大新

县比比皆是。项目的实施，使农村基础

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为产业发展创造了

更良好的条件。这正是群众所希望的。

大新县有重点地对一些村屯通过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改善基础设施，打造

了雷平霞山、恩城新胜、堪圩弄朋等 3

个市级示范点和 16 个县级示范点，打

造了大新——隆安、大新——雷平、大

新——硕龙等多条美丽乡村示范带，建

成了堪圩明仕村、硕龙德天村、宝圩板

价村、桃城镇宝贤村等一批产业发展示

范村。同时依托一事一议建成项目，大

力扶持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使项目成效

得到进一步延伸。2010 年以来全县通过

一事一议农田水利渠道建设项目改善了

灌溉面积 1.42 万亩，通过引导群众种植

甘蔗等使亩产值由原来的几百元增加到

2000 多元，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2550 余万

元。大力扶持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业，全

县新增特色种养户 4800 余户，实现产值

2400 余万元。随着基础设施、农田水利、

村屯面貌的进一步改善，很多群众开始

搞运输、发展“农家乐”；一些大型农业

龙头企业也开始入驻村屯大力发展生态

规模养殖和生态种植基地，为周边群众

创造就业增收机会。

撬动的，不仅仅是资金

大新县通过有效的运作，使有限的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成功“撬动”了

大投入，农村建设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更可喜的是，这一“撬动”，在推动了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发展项目的同

时，也促进了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农

村制度建设、农民思想建设和乡村干部

作风建设都有了新的飞跃。

路下屯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施方

案一开始就明确要“撬动”制度建设。该

方案明确指出，项目完工通过验收后，

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作为村

集体固定资产，移交给村委会管理。村

里还制订文明村规民约，引导广大农民

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清洁生产

习惯，促进乡风文明。并通过村民代表

会议讨论，每年从集体收入中提取 5%

做为公共设施维护经费，村民每年集资

3000 元，聘请专人负责清洁屯道、收集

生活垃圾处理、绿化地管护等。这样一

来，就建立了屯内清洁、保洁的长效机

制，真正实现美丽乡村。 

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实

施，民主议事机制的促进完善，进一步

激发和调动了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在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中民主议事、定事、

办事、管事的积极性，基本形成了民主

议事的工作机制。桃城镇宝贤村岜马旧

屯在修路过程中，在党员的带动下，通

过集资、投劳，调动了农民参与公益事

业建设的积极性。老支书冯绍德虽然年

迈，但坚持天天到工地，不仅带动了屯

里的劳动力全员参加劳动，还把 50 多

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也吸引回来投入项

目建设。在大新农村各地，“等、靠、要”

思想逐渐消失，“人人议建设，户户参建

设，村村比建设”已经蔚然成风。把农

民当家作主的热情、主体意识，全都激

发出来了。

乡村干部作风也随着奖补项目的实

施不断地转变，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没

有市场了。村干部们更是在第一线日夜

操劳。正如桃城镇德立村村委副主任冯

克军说的那样 ：“我们用心血带领群众

修路。因为水泥路不仅通向村民家中，

更通往村民心里，它是村干部通往群众

之间的一条‘心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让村干部们觉得有事可做，党和政府的

威信也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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