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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奖补：农民幸福生活的“支点”

□高  伟  高  亨

2008年，河北省作为全国第一批试

点之一，开始施行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冀州市借助政策机遇，积极引

导全市农民筹资筹劳，大力开展村级公

益项目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使全市392个行政村近20万农民从中受

益。冀州市周村镇北曹庄村就是众多受

益村庄中的一个。

北曹庄村人口592人，耕地面积

1460亩，没有企业，是一个完全靠天吃

饭的“农业村”。2008年以前，人均年

收入尚且不足2000元。村里也没有一

条像样儿的路，从大街到小胡同都是

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柴禾、杂物乱堆乱放，污水横流，环境

脏、乱、差；机井年久失修，水质差不

说，还经常断流，为此村民还得到别的

村去挑水吃。

近年来，为了改变贫穷的状况，村

民动了许多脑筋，他们种植果树、搞特

色养殖，下了不少功夫，生活开始有了

些起色。但是，由于进村出村的路不好

走，收购商不愿到村里来，为了能及时

把自家的农产品卖出去，很多村民只能

按收购商要求，用自行车、拖拉机等交

通工具一趟一趟地将农产品送到大公路

去，然后才能装上收购商的大车，费时

费力不说，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制约了

收入增长速度。

其实，北曹庄村距离106国道只有

2公里，具有较好的交通优势。近几年，

附近几个挨着国道的村依托良好的基础

设施，搞企业、跑运输，发展步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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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北曹庄村快了许多。与发展较快的邻

村比起来，路难走、环境差成了制约北

曹庄村快速发展的最大阻碍。为此，村

民急切盼望能够摆脱这种境况，让自己

的生活尽快富起来、好起来。

2008年，河北省成为全国施行村

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4个试点

之一。为引导全市农民筹资筹劳，大力

开展村级公益项目建设，冀州市财政局

联合农牧局组织实施了惠农政策培训

班。村支书记赵金维参加完培训班兴

奋地说：“村里建设公益事业，个人出

一半，国家补一半。有了这样的政策，

无论干什么项目，筹钱都不再那么费劲

了。我找到了带领大家伙追求幸福生

活的支点。”

为了找准村情民意与国家政策的

最佳对接点，周村镇财政所会同村两委

班子，一方面运用村务公开栏、宣传标

语、广播、公开信等多种方式开展广泛

宣传，另一方面挨家挨户走访群众，了

解群众意愿，力争把村级公益项目建在

老百姓的心坎上。

经过实地查看、走访，全体村民一

致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决

定了的事就要干，干就要干好。为了不

让自来水改造工程留下“后遗症”，村

干部及时向周村镇党委政府和财政所

反映情况，并邀请有关部门对管道改

造进行了指导，制定了三年建设方案。

2008年，北曹庄村自筹资金11640元，

申请财政奖补11640元，把自来水管道

铺到每户村民家中。2009年，自筹资金

11800元，申请奖补11800元，对全村所

有的旧管道进行了维修更换。2010年，

又自筹资金11840元，申请奖补11840

元，更换了机井配套设备，饮水改造工

程全面完工。吃水问题彻底实现了“三

年大变样”。

吃水问题解决了，修路问题开始

被村民提上了议事日程。村里有那么多

坑坑洼洼的路，先修哪一条，后修哪一

条，修多宽，修多长，从谁家门口过，村

民都在暗暗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为了

让村民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村委会邀请财政所相关人员来

村里举办了一期惠民政策知识讲座。原

来一事一议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

策。政策明白了，干劲就足了。在村民

代表大会上，村民开始打起“大算盘”来

了：先修建村内连接106国道的道路，

打通了影响通行的“咽喉要道”，再按

照轻重缓急办别的村级公益事业。2011

年，北曹庄村被冀州市列为首批省级示

范村，修路的资金终于有了着落。在30

万元财政奖补资金的带动下，村民很快

就将自筹11840元落实到位。经过20多

天的紧张施工，一条长980米，宽3.5米

的街道顺利竣工。紧接着，他们趁热打

铁，着手开展了村容村貌专项整治，对

乱堆乱放的柴禾进行清理，对生活垃圾

进行清除，对无人居住的破旧房屋进行

拆除，并配备了专职保洁员定期清扫村

内垃圾，脏、乱、差的现象得到了有效

改善。

过去，北曹庄村集体账目混乱、会

计说不清、群众看不懂，村里也没有村

民理财小组，加上村干部办事缺乏与群

众沟通，影响了干群关系，许多工作无

法正常开展。村级一事一议公益项目建

设开展以来，村干部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就必须让村民知

道村里有多少钱，钱都花在哪儿了。如

果每一笔钱花的都是“雾里看花”，领

导班子就得不到村民支持。于是他们成

立了村民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完

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公开了村里财务账

簿，广泛接受村民监督。

在一事一议项目建设过程中，为让

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村干部将资金支出

全部交由村民主理财小组管理，由村民

主监督小组负责全程监督，定期公开资

金使用情况，他们只干事、不管钱。这

一系列举动拉近了干群关系，让村民对

村干部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从那

时以后，村民都愿拿村干部当作知心

人，有话都愿意跟村干部说，有苦都愿

跟村干部诉，有事愿意跟村干部讲。

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也要

跟着提高。围绕建成的村民文化活动中

心，北曹庄村将村委会的地面、墙面、

门窗进行改造，建成了冀州市首批农村

书屋。1100多册图书涉及文化、生活、

科技、健康、教育等多个类别，极大地

满足了百姓的求知需求。

 看到一事一议给村里带来的好处，

退休教师任得勋主动请缨，当起了义务

图书管理员。他不仅精心保管着每一本

图书，还自行制定了完善的“农家书屋

管理制度”及“农家书屋借阅制度”等规

章制度。为方便村民阅读，他整理出100

册最为实用、贴近生活的图书重点向村

民推荐。为了培养村民的读书习惯，任

志忠利用节假日开展知识竞赛、书谜竞

猜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还建议村委

班子邀请种植和养殖经验丰富的示范户

给村民介绍经验，交流心得，增强了大

家共同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同时，他利

用自己学习到的法制知识，及时化解农

村各类矛盾和纠纷50多件，成为当地干

部群众公认的调解能手。

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通

过一事一议公益项目建设，村子变靓

了，村民的腰板挺直了，说话的底气足

了；村里人纷纷走出去，感受到了外

界的新变化，创业致富的想法更强烈

了。村里建起了工业园区，已吸引17家

企业入驻，其中投资500万以上的企业

达到9家，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发展养羊专

业户8家，常年存栏量保持在400只左

右。2011年，北曹庄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5600元，村民腰包鼓了，感觉生活更有

奔头了。

（作者单位：河北省冀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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