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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  
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强力支撑

产业加快发展，打造一批龙头企业，拓

宽税源基础，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促

进全省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增长。非税方

面，依托甘肃资源富集优势，注重培育

探矿采矿权使用价款等发展前景好、增

长潜力大的非税收入项目，积极探索资

源有偿出让、财政实现增收的新模式，

努力把优势资源转化为现实财源。抓好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建立

健全企业经营效益考核与收益上缴情况

相衔接的挂钩机制，确保收益及时足额

上缴财政，并依据国家规定和企业经营

状况适时调整提高收益上缴比例。加强

国有资产（资源）出租、出让和处置收入

征管，积极稳妥地开展财政国库现金运

作方式改革试点，多渠道拓宽财源，努

力增加财政收入。

整合资金  

集中财力办大事

甘肃财政能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

财力十分有限，加之长期以来多头分

散管理、“撒胡椒面”，使原本紧张的

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既不利于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没

有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2012年，全

省各级财政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十大惠民工程”32件实事，整合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张勤和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

明确要求，全力以赴建设经济发展、山

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

好新甘肃，努力到2020年与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要求，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发挥职能作

用，聚焦发展重点，创造性开展工作，

拿出新举措、走出新路子，全力“生财”、

科学“理财”，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

供稳固强大的财力支撑。

培植财源  

不断壮大财政实力

近年来，随着甘肃经济社会的持续

快速发展，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财

政实力明显增强。2008年以来的五年

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7倍，

年均递增22% ；大口径财政收入增长1.8

倍，年均递增23%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增长2.1倍，年均递增25%。尽管如此，

由于历史原因，甘肃与发达省份相比，

差距依然很大。我们要下功夫多方培植

财源，有效壮大地方财政实力。税收方

面，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支持传统产业

加快改造提升，促进新兴产业做大做

强。着力扶持马铃薯、现代制种、中药

材、经济林果、蔬菜和草食畜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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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292亿元，确保了实事的顺利完

成。同时，省级财政在交通、水利等基

础设施建设，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和企

业技术改造，生态保护和功能区建设

以及扶贫攻坚、兰州新区建设等方面，

通过整合部分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了

一批重大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今

年，我们要进一步整合财政资金，以项

目为平台，对内容相近、用途关联的各

类专项进行“打捆”、“拼盘”、“合并”，

增强财政资金聚集度，集中支持重点

领域、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产

业，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建立健

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证农业、

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投入高于经常

性财政收入增长，确保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重大事项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方

面支出需要。着力支持实施“3341”项

目工程，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

优势产业、富民多元产业和区域首位

产业。支持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

创新载体，推进科技成果向产业优势

转变。

运用杠杆  

扩大资金运筹规模

对甘肃这样一个经济小省、财政

穷省而言，不仅要千方百计“生财”，更

要想方设法“理财”，争取少花钱多办

事。2012年以来，甘肃围绕这方面进行

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注资13.8亿元，在

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建立了担保机构，

资金放大能力达到5倍左右；筹集3亿

元，在武威市开展工业发展财政引导

基金使用试点，通过扶持带动，该市当

年财政收入增幅达到42%，位居全省第

一；设立现代农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创投基金5.5亿元，带动社会、金融

资金20多亿元；扶持马铃薯、中医药

和葡萄产业加快发展，等等。下一步，

我们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措施的基础

上，努力实现理财方式的新突破，有效

扩大全省建设资金运筹规模，促进经

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转变以往财政

直接补贴和拨款投入的简单方式，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

放大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参股担

保、以奖代补等手段，撬动银行、企业

和社会资金，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投

资格局。除了农业、教育、科技、文化

等涉及民生的支出外，对一般性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采取贴息、先建后补、以奖

代补等方式进行扶持，对经营性项目通

过参股、贴息、担保等市场化方式进行

运作，吸引各类社会资金、银行资金、

风险投资共同参与。

[图片新闻]

江苏连云港：
温室大棚育苗忙

人勤春来早，大棚育苗忙。在江苏连云港新浦

区浦南镇，技术人员正在由财政投入建成的温室育

苗大棚内观测苗情。育苗中心培育无病害黄瓜、辣

椒、西红柿、丝瓜、西葫芦、西瓜等20余个品种，年

可供应优质瓜菜苗七茬300万株，满足了全镇及周

边地区菜农蔬菜秧苗的需求，解决了菜农育苗成本

高、费工费时、风险大的问题，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万  民  孙春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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