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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打开了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之门

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村级集体

经济三年累计投入奖补项目的资金高达

5648万元，占项目总投入的34.5%。沛

县从2009起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四年来社会捐助投入达1532万元，

占全部建设资金总量的11.1%。

二、坚持科学规划导向，放

大奖补政策效应

一是点与面相结合。奖补工作以经

济发展欠发达地区为重点，兼顾全省其

他各个地区，实行“差别化”补助，既要

突出“雪中送炭”，又要搞好“锦上添花”，

以保证奖补政策既能达到一定的受益

度，又能覆盖一定的受益面。2011年以

基数年份的县（市）农业人口和省规定

的农民筹资限额标准为主要因素，分别

将苏北、苏中、苏南地区的奖补系数提

高到1.4、1.2和1.0，作为资金分配依据，

对县（市）下达奖补资金。2011年和2012

年，省级以上财政投入苏北的奖补资金

累计达26亿元，约占全省财政奖补资金

总量的60%。在苏北农村，奖补项目以

道路建设为重点，在道路状况明显改观

的同时，村庄环境也得以改造；在苏南

农村，奖补项目以环境建设为重点，在

新型社区建设积点成片、人居条件进一

步改善的同时，村民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二是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奖

补项目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和老村庄改造

的范围内优先安排。仪征市30%的奖补

项目安排在农村新型社区范围内，有修

建社区内道路的、有建设农民广场的、

有做污水处理设施的、有绿化改变村容

村貌的，起到了引领新农村建设的示范

作用。同时，奖补项目与村镇规划结合，

建设了一批连村路、串接干道的功能

路，解决了“断头路”、“半截路”等半拉

子工程的遗留问题。新沂市阿湖镇的林

头和上旺两村之间没有像样的道路，农

村教学布局按规划调整之后，由于镇村

财力困难，道路建设没有跟上，一遇到

雨雪天气小学生们上学行路十分困难，

农民出行也很不方便。2012年两村共同

申报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再加上

村民们踊跃捐资，修建了一条2公里长、

连接两村的水泥路，村民们很高兴，孩

子们更开心。

三是与项目库建设相结合。江苏省

较大的自然村庄有5万多个，如何处理

好项目单体建设规模和项目覆盖受益面

的关系是一个难题。为此，省综改办采

取“一次规划、分年实施、三年覆盖”的

办法，建立了财政奖补项目库。在项目

库内分轻重缓急，每年给1/3的村落实

奖补项目，三年基本上实现全覆盖。这

样，既能防止奖补项目过多过碎，管不

住、管不好、管不了，又能使奖补资金

相对集中，办大事、办好事、办成事，减

少奖补点，降低工作成本。2012年，全

省一事一议奖补项目总投入47.8亿元，

平均单体规模达28万元。

四是项目建设与管护相结合。通过

明确项目资产所有权和管护责任主体，

以及宣传教育、设立管护标识、建立管

护制度、完善管护体制、落实管护资金，

确保管护人员、责任、资金“三到位”。许

多地方建立了村级道路、绿化、河塘、保

洁“四位一体”的管护体系，县（市）和乡

（镇）财政每年安排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管

护补助经费。如皋市每年市、镇两级财政

预算安排村级公共服务运行经费3000万

□江苏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从2008年开展试点，继而

扩大试点到2010年全面展开，已经历时

五年。通过五年的实践，奖补政策不断

完善，操作程序日趋规范，奖补投入越

来越大，项目工程越建越多，建设质量

越来越好，受益农户越来越广。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政策不仅让广大农村百姓直

接得益受惠，而且在发展基层民主、促

进农村和谐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坚持财政资金引导，建

立多元投入机制

五年来，江苏省将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作为实施民生财政的重要抓手，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增加对奖

补资金的投入规模，全省累计投入奖补

项目建设资金158亿元，共完成奖补项

目7.24万个。其中建成村庄道路2.48万

公里、小型农桥2.5万座、防渗水渠2178

公里、小排灌站771座、村内自来水管

线7334公里，以及村庄环境整治项目

1.3万个。项目的实施，不仅使村庄容貌

焕然一新，更极大地调动了农村社会和

村民百姓参与村内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社会支持”多元

投入共建农村公益事业的平台初步建

立。全省各级财政投入奖补资金94.8亿

元，年均增长30%，其中中央财政24亿

元，省级财政51亿元，县（市）乡（镇）

财政20亿元。在财政资金的引导下，村

集体投入11亿元，农民一事一议筹资和

投劳折资44亿元，同时还吸引了各类社

会捐助资金5亿元。宜兴市2010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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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立“四位一体”长效管护机制，为

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综合性公共服务。

三、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夯

实奖补工作基础

继续实行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实施

奖补项目的村，村民一事一议筹资每人

每年不得超过20元，以资代劳不得超

过4个工日；筹资筹劳方案必须报县级

农经部门审核，作为申报财政奖补项目

的必备资料归入项目档案。凡突破筹资

筹劳规定标准的、强行以资代劳和摊派

集资的、违规强行收取筹资款和代劳金

的、项目资金缺口不落实可能形成新的

村级债务的，一律不予立项、不予奖补。

规范履行村民民主议事制度。农民

意愿、民主议事是一事一议的前提，凡

拟实施的奖补项目必须经村民代表会议

讨论，形成的决议以及代表签字也作为

申报财政奖补项目的必备资料归入项目

档案。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多数村

申报财政奖补项目，一般都不向村民直

接筹资筹劳，而由村集体对奖补项目投

入资金，但鉴于这些投入属农民的间接

负担，项目也必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决定。在沛县张庄镇袁庄村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村民代表会议上，村主任主

持，村会计记录，村党支部书记提出议

题，并详细阐述项目位置、工程预算、

筹资方案、减免对象及原因、拟申请奖

补资金等情况。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进

行审议，与会代表进行评议，充分讨论

后以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项目方案获

得全体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逐一签字

盖章。镇农经中心对村民代表会议实行

现场监督、拍照留存，并负责对筹资、

奖补政策和奖补操作程序进行讲解。

认真执行公开、透明的奖补政策。

利用各种宣传媒体，把财政奖补政策说

得明明白白，把财政奖补方式讲得清清

楚楚，让广大农民群众切实了解从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中能够得到的好处和实

惠。对项目村要求必须做到“三公开”，

即筹资筹劳标准和各农户承担的数额公

开、项目实施方案和建设单位公开、项

目审计决算和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并依

据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按照规定的时

间和形式在村务公开栏内张贴公布，且

公示时间不少于一个星期。实施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的工作流程也要公开，民主

议事、审核立项、资金筹集、预算招标、

工程施工、质量监督、决算验收、资金

拨付、项目审计、资料建档等程序一个

不能少。不少县（市）还制定和公布了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流程步骤图，既便

于循序组织项目实施，又利于社会群众

共同监督。

四、坚持强化制度建设，确

保奖补规范有序

县（市）长责任制度和部门工作责

任制度。县（市）长对辖区内村级公益

事业的总体安排决策和具体奖补项目审

批负责；县（市）农经部门负责项目的

选定和组织实施，农民筹资筹劳资金和

社会捐助资金的筹集管理，以及项目档

案管理、标识牌制作等工作；县（市）综

改部门负责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和资金按

序时拨付工作，并会同农经部门加强行

政监督和调查研究。此外，还实行约谈

制度。对奖补工作不力、奖补项目质量

问题严重、奖补资金管理不善等问题较

多的县（市），由省综改办会同省农委约

请该县（市）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谈话，查找问题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限期整改到位。

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除年终定期

抽查验收外，按照阶段性的工作要求以

及基层干部群众对奖补工作的反映，不

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实行群众监督、行

政监督、专业监督“三结合”，加强奖补

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村庄道

路、环境整治等建设项目以群众监督为

主，项目村组织村民代表全程跟踪监

督；农桥等涉及公共安全的项目以专业

监督为主，确保过桥行人、车辆的安全；

日常工作以行政监督为主，省、市及各

县（市）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实行

即报即查。省综改办与省农委联合印发

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考评暂行办法》，按组织领导、民

主议事、项目管理、资金筹集使用、档

案管理5大类、20多个项目，制定工作

考评得分标准，对县（市）实行百分考

核。根据考评结果分别给予一、二、三

等奖——追加财政奖补资金150万元、

120万元和80万元，用于下一年度的奖

补项目。奖补项目不符合规定、项目工

程质量不合格的，一律追回当年财政奖

补资金，并扣减下一年度的财政奖补资

金。违反政策加重农民负担、虚报项目

套取奖补资金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除

追回和扣减财政奖补资金外，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并通报全省。

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制度。项目由

县级政府审批核定并组织实施，报省备

案。各县（市）制定具体的奖补项目申

报、审批、立项、核查办法，并公之于众。

所有项目资金中的财政奖补资金和农民

筹资、村集体出资、社会捐资都必须设

立资金专户，实行专账核算，严格报账

制度，坚持封闭运行。财政奖补资金根

据实施项目实行县级报账制或乡镇报账

制，并按先建后补的原则直接支付给施

工单位。农民筹资和社会资金坚持村由

乡（镇）代管，资金由代管单位统一直接

支付，确保资金不平调、不挪用。在资

金支付方面，项目开工时，先由乡（镇）

代管专户支付农民的一事一议筹资资

金，作为施工单位项目建设启动资金；

项目建成并验收合格，由施工单位凭据

报账，支付90%的财政奖补资金；省年

终项目抽查验收后，且项目工程运行正

常的，结清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的10%

财政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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