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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银携手打造粮补直通车

贯通，熟练操作。

程序对接  操作到位

财政局在与农行携手打造“直通车”

的过程中做到了“一公示、两审核、两

到户”。

一公示。在上年基础信息库的基础

上，村级把种粮户上年种植面积、变动

户主身份证、惠农卡号，以及丢卡、补

卡等需要变动的基础信息按要求录入农

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上报乡镇财政所

审核，乡镇财政所审核后导出并打印系

统数据，返回村级，在各村醒目位置公

示7天，接受监督。

两审核。一是乡镇财政所对公示前

的基础信息进行审核。村级将所有基础

信息录入农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乡镇

财政所对上报信息进行审核。二是市财

政局和农委对乡镇上报的数据（电子和

纸质）信息进行审核。村级公示后，经

村会计、支部书记或主任、乡镇农业员

和财政所负责人四人签字确认，加盖乡

镇政府公章后分别上报市财政局和农

委；财政局和农委对上报的信息进行再

次审核，一般采取村级自查、随机抽查、

专项核查的办法进行现场审核。特别是

对上报种植面积较大的，采取核实村级

土地台账、村级出具证明等办法查找原

因，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核减。

两到户。财政局将农民补贴网络信

息系统导出的银行数据（《种粮农民补

贴发放明细表》）（电子和纸质）盖章后

送达农行。同时，将粮食补贴资金从财

政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入农行的

“粮食补贴资金专户”，再由农行从专户

按照补贴发放明细表将资金直接批量群

发到农户的“惠农卡”账户上，当日接收

当日发放，完成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

数据对接  督查到位

各种数据是整个种粮补贴信息中的

重要内容，而数据是否准确无误，则是

整个种粮补贴发放的关键。为此，财政

局在与农行进行数据对接中，坚持做到

了事前联合收集、事中信息共享、事后

严格督查。

事前联合收集。基础数据库建立

时，财政局与农行组成9个联合工作小

组，深入全市所有乡（镇）村，对农户的

姓名、身份证号、惠农卡号等个人信息

进行登记归档，以备发放资金使用，而

后.年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事中信息共享。乡财政所将复核后

的种粮面积上报财政局，由财政局根据

当年发放标准生成发放金额，核对无误

后，导出银行数据，提供给农行，同时

将补贴资金从财政专户划入农行专户，

农行再根据财政提供的数据进行发放。

事后严格督查。种粮农民补贴资金

通过专户划入农户“惠农卡”后，农行将

《种粮农民补贴发放明细表》盖章返回

财政部门，以备核查。财政局与农行组

成联合督查组，对资金的到户、取现等

情况进行督查，对村转账电话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将信息公布在“潞

城市阳光农廉网”上。

（作者单位：山西省潞城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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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贺红 

为了把党和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进

一步落实好，从2011年起，山西省潞城

市财政局与中国农业银行潞城市支行携

手合作，以方便农民为目的，以“惠农

卡”为平台，把粮食补贴资金从财政直

补农户，兑付率达到100%，做到了一步

到位，一户不漏，一天到账，真正让农

民坐上了惠农政策的直通车，收到了政

府放心、农民满意、农行受益的效果。 

机制对接  落实到位

粮食直补涉及千家万户，牵动多

个部门，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敏感

性很强的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

开展，财政、农行建立了五个方面的机

制对接制度。一是代理合作制度。财政

局与农行签订了《代理发放种粮农民补

贴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在工作中的职

责。二是联席会议制度。财政、农行不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发放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年初

召开一次专题工作会，安排部署当年

直补工作。三是协调沟通制度。双方相

关领导和股室针对涉及本部门职责以

外的工作主动出面进行协调，确保发

放管道畅通，并不断向规范化、科学化

发展。四是档案管理制度。对双方在发

放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数据资料等全

部整理归档，以备查阅。五是专业知识

培训制度。邀请农行领导和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授课，使从事此项工作的人

员能熟悉全程工作，在工作中能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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