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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财政奖补政策　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帮扶指导。乡镇层面，坚持属地管理，

建立健全“一事一议”全员责任制，将

“一事一议”与干部绩效考核相挂钩，切

实调动乡镇（街道）干部的积极性。村级

层面，将“一事一议”列入干部驻村联户

的重要内容，成效与干部驻村联户考核

相挂钩，并作为干部年终评先评优的重

要依据。

二、财政引领，多元投入

坚持财政投入、筹资筹劳和社会捐

助三轮驱动，不断健全多元投入机制。

一是切实保障财政投入。县级财政投入

逐年提升，2011年安排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专项资金700万元，2012年安排1100

万元，2013年预算安排2700万元。2012

年开始将每年预算4000万元的美丽乡村

建设资金纳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范畴，

累计整合涉农资金　1亿元，推动涉农资

金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集聚。同时，

中央和省财政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已获

得上级财政奖补资金3397万元。二是严

格落实筹资筹劳。坚持将筹资筹劳作为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的前提，规

定项目开工前所筹资金必须到位。三年

来，村民筹资筹劳达1200万元。三是广

泛动员社会捐助。发挥民间资本充裕优

势，动员村两委班子和德高望重人士，

邀请热心公益事业的工商企业主和先富

人士参与捐助，并予以表彰，累计获得

各类社会捐助现金1000多万元，捐地、

捐物、捐工等超过2500万元。

三、全民动员，共建共享

坚持以村级为主体，在严格各项制

度保障的前提下，放手村级运作，发动

全民参与，激活民智民力。一是帮助村

级吃透政策。采取“讲座培训普及”和

“面对面宣传帮扶”相结合的办法，解决

部分村干部不了解政策、不会操作等实

际问题。一方面借助村干部培训会等平

台进行业务培训，从资金筹措、项目筛

选、工程施工和审计验收等各个环节，

对广大村干部进行培训。另一方面组织

专业人员深入项目所在村，面对面、手

把手指导村干部灵活运用政策，并通过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分发政策资

料、讲解政策内容，让政策家喻户晓。

二是指导村级全程参与。坚持能放则放

的原则，支持、指导村级全程参与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尤其是在项目

确定上，实行“自下而上”三层筛选机

制，“初选”由村两委充分考虑项目建

设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因素，提出初步

方案；“公选”待项目方案公示结束之

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表决；

“遴选”由县级相关部门实地勘察、科

学论证后最终确定项目。事实证明，这

种“自下而上”决策方式，确保了项目拥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对降低政策处理成

本、提高资金筹集水平、动员全民参与

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三是支持

村级创新探索。相比其他支农政策，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为村级自治提供了更大

空间，有效激活了基层创新活力。目前

由村级因地制宜创新，并在全县乃至全

省推广的做法有三项：第一是“包清工”

模式。就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

所需材料由村级自行采购，施工作业向

社会公开招标，包工不包料。通过对已

□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政府

玉环县位居浙江东南沿海，是全国

14个海岛县之一。近年来，按照新农村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与要求，大

力实施城乡统筹的全岛新型城市化战

略，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断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

进了城乡均衡发展、共同繁荣。特别是

2009年浙江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后，玉环县密切关注、提前思考、主动

对接、争取支持，以群众需求最迫切、反

映最强烈、利益最直接的村级公益事业

为切入点，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经

过2010年的开展试点、总结经验，2011

年的周密部署、面上铺开，截至目前全

县累计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179

个，总投入近3亿元，受益群众30多万

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政府主导，上下联动

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县

级层面，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一事一

议”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

组长、负总责，县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县

长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同时建立县领

导联系点制度，每位县领导联系一个乡

镇（街道）和若干村居（社区），牵头协

调，加强指导，以点带面推进工作。部

门层面，将县纪委、县财政、县农办等

19个部门列入“一事一议”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要求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并把项目落实情况作为县对部门考

核的重要依据，倒逼部门加强对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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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工项目的测算，与项目整体招标相

比，该方式可节省投资30%左右。第二

是“主动回避”模式。规定村干部及其亲

朋好友一律不得参与本村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工程承包。第三是“委派内行

人”模式。从村民中选出3—5名行事正

派，并懂项目基建、材料采购和财务管

理的人员，组成“内行人团队”，全程跟

踪监督项目建设，确保公开透明、公正

操作。

四、完善机制，长效推进

为不断巩固和深化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工作成效，玉环县致力完善长效机

制建设。一是建立统一规划机制。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最大的优势是易干快上、

见效较快；最大的缺陷是容易缺乏统

筹、分散零落。为此，围绕全县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在村居（社区）申报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地进行遴选，不符合规划的一律不予审

批。二是建立资源整合机制。由财政部

门统一协调，打破条块限制，借鉴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成功运作经验，将农业、

林业、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等支农专

项资金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进行整

合，要求各职能部门在农村进行项目建

设时，都必须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

制，实行项目化操作、阳光化管理，既

发挥了职能部门的业务优势，又克服了

各自为政的不足，最大程度盘活资金效

益，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

三是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坚持“抓两头、

促中间”，制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验收考核办法和绩效评估办法，在项目

完工后，系统对照原定资金预算和工期

时限等指标，评定项目等级，等级高低

与奖补资金直接挂钩。对项目等级高的

村居（社区）予以足额奖补，并在今后项

目申报上优先考虑；对等级低的减少资

金拨付，并在今后项目和涉农资金安排

上相应缩减。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政策已经成为玉环县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重要渠道，在美丽

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一是促进了基层民主和村两委班

子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推行“自下

而上”决策方式，项目优先考虑班子团

结、矛盾少的村，这一导向既培养了村

级组织民主决策、规范操作的意识，又

倒逼村两委班子内部主动化解矛盾、加

强班子团结、统一思想争取项目，切实

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确保基层更加和

谐稳定。二是激发了村民群众主体的参

与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坚持以村民群

众为主体，项目群众说了算，工程群众

参与干，得民心、集民智、聚民力、解民

忧，体现了群众当家作主的决策意愿，

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本村的公共事业发展

中来，并分享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三是

释放了美丽乡村的内在活力。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了村级公

益事业“无钱办事、无人办事”的问题，

让美丽乡村建设路径从“模糊”转向“清

晰”、从“注重外在”转向“内外兼修”，

道路硬化、环境美化、河道净化、村庄绿

化等成为现实，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

风更加文明，村两委班子更加团结。四

是撬动了工商资本进村投资兴业。“栽

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得益于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村内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

善，激发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生态旅

游业的热情。典型的是龙溪乡山里村，

撬动工商资本6000多万元进村投资兴

业，并积极发展乡村动漫产业，2012年

吸引游客达12万人次，真正实现了由

“封闭落后的小山村”向“美丽乡村”的

华丽蜕变。五是增进了干群关系的密切

融合。以往村级公益事业，“政府干、群

众看”，剃头担子一头热，而且在政策处

理时，往往遇到群众不配合、不支持，很

容易激化干群矛盾。通过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形成了“群众干、政府帮”的新格

局，党员干部服务在一线、政策对接在

一线、困难解决在一线、形象树立在一

线，不仅以实际行动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实

惠，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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