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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措施
着力提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成效

需求，听取乡镇领导、培训人员对培训

班的建议和意见等。通过深入调研，摸

清了基层的实际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

料，为下一步全面做好培训工作夯实了

坚实基础。

三是宣传发动到位。充分利用报

刊、电视台、政务网等媒体辐射力强、

宣传面广的优势，通过开设专栏、领导

在线访谈等形式，对农村财会人员财

政支农政策培训情况进行广泛宣传报

道。通过宣传，使这项惠农举措深入农

村，深入群众，使广大农村财会人员充

分认识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他

们支持培训、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四是师资力量到位。财政局抽调

骨干人员会同日照市农校以及农业局、

农机局等专业教师和知晓支农惠农政策

的专家，组成教师队伍，精心编写了实

用性较强的培训教材，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方案。

二、创新四种模式，提高支

农政策培训效果

一是利用专家讲坛平台，抓好集中

培训。组织教师队伍分组分批次在 20 个

乡镇举办专家流动课堂，对各乡镇 3000

多名村会计、村干部进行集中培训。采

用“服务基层、方便学员、送教下基层”

的培训模式，注重理论政策与典型案例

相结合，涵盖教材的全部内容，不仅讲

授“涉农补贴”相关政策和“一卡通”发

放相关内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和农村低保政策等各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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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莒县财政局结合

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财

会人员管理实际，着力在培训模式、培

训内容、培训方法上进行创新，有计

划、分层次、分阶段推进农村财会人员

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提升了农村

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保证了上级各项

财政支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一、坚持“四个到位”，夯实

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基础

一是组织领导到位。为顺利开展

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成立了由财政

局、农业局、科技局和各乡镇主要领导

参加的支农政策培训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财政支农

政策培训工作，制定下发了实施方案，

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了培训工作领导小

组，为有序开展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深入调研到位。组织人员到

各乡镇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经济发

展状况、财政支农政策落实情况、农村

干部素质情况、财务管理的模式和存在

的主要问题，探讨问题根源，寻找解决

的方法 ；查看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

计报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收集农村

管理工作中的典型案例、会计核算存在

问题等资料 ；深入了解各乡镇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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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也讲授《会计法》等财经法规和

具体会计实务操作，运用图片、案例等

多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方式开展培

训，使参训人员在短期内听得进去、听

得明白。

二是利用继续教育平台，搞好专题

培训。在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

时，对村会计进行专题培训，增加支农

政策类内容，主要使其熟悉财政支农、

惠农政策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方法以及资

金的监管。同时培训专业知识类内容，

要求代理会计和报账员掌握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委托代理以及会计核算的相

关规范和操作，熟悉农村集体民主理财

的形式、程序和职责等内容。

三是利用村级“议事·学习日”平台，

搞好实用知识培训。莒县自 2013 年起，

在全县农村推行了党员群众“议事·学

习日”制度。要求各村每月 25 日，以村

为单位，村“两委”成员、全体党员、村

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及其他有

关人员参加，开展一次集体议事、学习

活动。同时，财政部门积极协调组织部

门，将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列为学习日的

重要内容，每月变化的支农政策及时传

达到村两委成员和村级财会人员。

四是利用远程教育平台，搞好网络

培训。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党员干部远

程教育资源和党员电教设备，开设财政

支农政策培训专栏，将专门录制的培训

课件在电教中心远程教育平台播放，发

挥远程视频教育技术覆盖面广、时效性

高、形象性强的优势，扩大培训的覆盖

范围。

三、建立四项机制，全面提

高支农政策培训质量

一是建立部门协作机制。针对培训

对象广、多、散，培训工作时间紧、强度

大的实际情况，加强与组织部、农业局、

农机局等单位的沟通协调，争取组织部

把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列入对基层党员干

部培训工作内容，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强化信息沟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

工作联动，促进基层组织、财政部门以

及镇、村的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提高培训工作的统筹层次。

二是建立持证上岗机制。莒县自

2011 年起，对农村会计人员探索实施

从业资格管理制度，所有行政村会计

人员，必须取得《莒县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实行持证上岗。同时加强培训管

理，农村会计人员必须每年参加县乡

财政组织的各类培训，连续两年不参

加培训的，不得继续从事会计工作。从

2011 年开始，每年有计划地对村级委

托代理会计和村会计人员进行集中培

训，截至 2013 年底累计培训村级会计

人员 3715 人次，在规范农村财务管理，

提高农村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方面收到

了明显成效。

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制定出台

了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人员

考核办法和农村会计人员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培训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加强培训

全过程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培训

方案设计、师资培训、学员组织、培训

质量评估等各环节，做到了层层落实，

责任到人，为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高

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严格培训考

核，把考试成绩与学员考勤表现结合起

来，综合考核学员培训结果。将培训人

员报名表、考勤情况、考试成绩等资料

归档保存，并建立了培训人员电子档

案，切实保证培训质量。

四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预算安排

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经费，通过以奖代补

的形式拨付，保障各乡镇开展培训活动

需要。

（作者单位：山东省莒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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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
不断提升地税基层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地税局不断强化职工精神文

化建设，以“创建文明单位、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目标，

在优化办税服务上做文章，注重以良好的行为文化引导人、规

范人、激励人，形成风清、气正、劲足的良好氛围。图为枣庄市

山亭区地税局工作人员在观看学习单位廉政文化宣传栏。

(张强  摄影报道)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山东枣庄：不断提升地税基层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