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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访全国人大代表刘建文

本刊记者  李永佩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自2008年中央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村民通过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建设家乡的热情高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也得到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

群众和基层干部衷心拥护这一持久有效的惠民政策。来自

山东省临沭县农经中心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建文对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她也强调，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矛

盾和问题。”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刘建

文代表与来自山东代表团的陈桂云、许瑞菊、穆范敏、李

国安、刘嘉坤和张淑琴等7位代表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简化议事程序、加大奖补

力度  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建议》提出，目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存在的问

题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村内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过多。农

村税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和“两工”被取消，村集体收

入锐减，尤其中西部地区的偏远村庄由于交通条件和地理

环境的限制，村级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而基础设施建设需

大量资金的投入，对村级经济来说，想投资搞建设十分困

难。由于缺乏投入，村内道路、环境卫生设施等长期得不

到维修改造，饮水不卫生、道路泥泞不平、污水排泄不畅、

垃圾到处堆放的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特别严

重，农村污染时时刻刻在威胁着农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础设

施条件，但由于农村建设普遍需要投入，远远达不到农民

群众的需求。二是财政奖补资金偏少，资金缺口较大。由

于村级建设公益事业的热情很高，需求旺盛，而大多数县

乡财力比较紧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可用财力严

重不足，县乡无法配套相应的资金，而农民自筹资金相当

有限，加上企业少，社会捐资困难。目前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实行先建后补，很多项目很难筹措前期工程材料

款。因此，需要广辟资金来源渠道，既需要国家和地方财

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也需要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促进

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三是外出务工人员多，议事难度

大。多年来，农民为增加家庭收入，多数青壮年农民外出

务工，在家的多为老弱妇幼，不少村民对村内公益事业缺

乏必要的关心和参与热情，召集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

时出席人员有时达不到法定比例人数，由于部分村民认识

不到位，筹资比较困难，同时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筹劳也有一定难度。

根据以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刘建文等代表建议：一

是中央应进一步加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大幅度提高

财政奖补标准，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争取每个项目提高

到30—50万元，以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均衡发展。二是安

排一定的专项工作经费并给予项目建设一定的后期维护

资金，确保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规范管理和良性循环。三

是在坚持群众自愿、民主议事、村民受益、公开公示的原

则下，适当简化议事程序，并针对筹资筹劳比较困难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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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对筹资筹劳标准及额度不作硬性

规定，只要不超过上限标准，不增加

农民负担，完全靠农民自愿，不强制，

不摊派，能筹多少就筹多少，以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推动农村公益事业

的健康快速发展。

针对刘建文等代表提出的建议，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综改办”）给予了高度重

视与认真答复，表示在完善有关制度

时将认真参考。

关于加大奖补资金投入力度，综

改办答复道，自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实施以来，中央财政逐年大幅度增

加奖补资金规模，2008年中央财政安

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2.5亿元，

到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资金增长到218亿元，地方各

级财政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构建了

“农民筹资筹劳、政府财政奖补、社会

捐赠赞助”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

制。2011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山东

省完成一事一议奖补投入47.25亿元。

财政部于2011年年底出台的《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在年初

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支持地方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并根据中央财

力状况适度增长，同时要求地方各级

财政部门将本级财政负责安排的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列入预算，逐步增

加资金规模。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

中央财政坚持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

中央财政安排的160亿元奖补资金中

约119亿元用于中西部省份。

关于加强项目的后续管护，综改

办答复道，2011年发布的《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县乡财政、农

村综合改革部门应督促指导村级建立

健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运行管护

机制，落实管护主体，明确管护责任，

保证项目正常运转并长期发挥效益。

目前，综改办正在积极总结安徽、贵

州等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后

续管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抓紧研究提

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后续管护机

制，使已建成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关于安排专项工作经费，综改办

答复道，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点多

面广，基层相关部门在组织实施的时

候需要到项目点实地开展工作，申报

审批、公开公示和档案管理等业务流

程，确实需要支出一定工作经费。考

虑到基层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2009

年印发的《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小组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扩大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

的通知》提出，各级农村综改办、财

政、农业等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加

强政策宣传，搞好组织协调，发挥各

自的职能优势，认真履行职责，及时

总结试点经验和做法，适当安排工作

经费，确保扩大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2010年印发的《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

工作小组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做好

2010年扩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

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创

造条件，支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农业部门有效开展工作。

2011年印发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

际情况，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保证

项目规划、申报、查勘、实施、验收、

档案管理等工作正常开展。

关于坚持群众自愿、适当简化议

事程序，综改办答复道，今年以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农业

部下发了《关于规范村民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操作程序的意见》，对规范议

事程序和筹资筹劳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过程中，必须坚

持农民自愿，议事过程按民主程序操

作，可以召开村民会议讨论，也可以

由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在保障农民行使民主决策权的前提

下，可以采用农民乐于接受的其他议

事形式，有效解决会议难召集、筹资

筹劳难到位等问题，做到既全面规范

又简便易行，促进基层干部群众更好

更快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农

民负担监管部门要始终把好农民筹资

筹劳关，确保议事程序合法合规、不

加重农民负担，防止以自愿捐款、自

愿以资代劳等名义变相向农民集资。

综改办在答复中表示，2012年是

“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

深入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

重要一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政

策性强，牵涉面广，工作量大，加强

规范管理势在必行。国务院农村综合

改革工作小组、财政部、农业部最近

印发了《关于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规范管

理年”活动的通知》，部署深入开展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规范管理年”活动，

进一步规范农民筹资筹劳，加强规划

指导，加大政府投入，强化监督管理，

扩大宣传培训，狠抓政策落实，确保

把好事办得更好。

综改办在答复过程中，主动与刘

建文代表进行了沟通请教，刘建文代表

表示：很高兴能得到财政部对我们的

建议的积极回应。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作为一项正在推广的新政策，在初期

存在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相信

通过各级财政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一定会发挥越

来越大的政策效应，为农村公益事业

的健康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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