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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

杨海峰

无力兴办公益事业项目，也享受不到财

政的补助。近两年，全区175个村享受

到了财政奖补政策，占全区行政村的

70%，进一步促进了公平普惠和协调发

展。通过财政直接奖补和引导激励，带

动了社会捐资，规范了项目管理，进一

步降低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成本，减少

了群众筹资筹劳的数量，减轻了农民负

担，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中区

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通过创

新模式，示范带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综合效益，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有力地扶持了农村大棚蔬菜种植、

规模养殖、经济林果、乡村旅游等优势

产业，带动了运输、餐饮、农副产品加

工等二、三产业发展，大大提高了经济

效益，促进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激发群众参与建设热情。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什么、怎样建，

均由农民民主决策，按民主程序办事，

使村民逐步养成了参与民主议事的习

惯。许多地方出现了村民自发组织起来

议项目、自觉建立完善村规民约管护养

护村内公益设施、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

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气象，形成

了“人人议建设、户户参建设、村村比

建设”的可喜局面，进一步推动了农村

政治文明、乡风文明建设。

二、存在问题

（一）现行财政奖补标准偏低。

2012年1月1日以前，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按实际筹资筹劳的50%予以奖补，奖

补项目投资额的2/3由村级自筹，财政

奖补仅占1/3。由于没有考虑工程量大

小问题，工程投资额较大的项目无法组

织实施。同时，没有考虑到人口分布情

况，自然条件差、居住分散且人口稀少

的地方难以实施，难以解决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的实际问题。

（二）民主议事和筹资筹劳难。民

主议事和筹资筹劳是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的基础。市中区农村地域面积

大，多为丘陵山区，农民居住分散，建

设成本高。受经济发展和认识水平的限

制，部分群众对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看

得较重，靠近自家或本组的项目意见便

于统一，而对相对远离自身利益的项目

认识狭隘，意见难以统一。加之近年来

农村劳力大量外出打工，召集会议和筹

劳难度较大，造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难以组织实施。

（三）项目建设不利长远发展。

2011年起，市中区大范围实施村级公

益事业一事一议，许多乡村需求较为

迫切，但缺乏统一规划。市中区村级建

设规划较为滞后，一些先期改造的农

村公益事业项目，在各级实施新农村

建设、村庄整体搬迁、道路修建等过程

中，很可能因不符合统一规划而拆除，

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一些项目缺乏

详细的工程规划，盲目求大求快，造成

后续资金不足，项目建设的质量也低。

这些工程项目极易导致农民筹资筹劳

的积极性降低，不利于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工作的长远发展。

（四）项目资金整合程度不高。近

年来，国家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

不断加大，投入总量逐年增加。但由于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面积825平

方公里，辖25个乡镇、7个街道办事处，

252个行政村、71个社区，总人口60万

人。2010年市中区被列为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工作试点重点示范县，两年来全

区175个行政村组织实施村级公益事业

财政奖补项目355个，受益人口33.95

万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使全区农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和乡村民

主政治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一、工作成效

（一）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两

年来，全区实施村社机耕道硬化项目

291.06公里，整治碎石路面38.6公里，

解决数万群众行路难问题；修建小型

提灌站或排灌站16座，堰塘水窑67.85

万立方米，恢复灌溉面积1.8万亩，每

年可帮助农民增收近1000万元。这些

项目的实施解决了困扰农民的生产生

活实际问题，夯实了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二）形成多元化投入新机制。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坚持民主决策，筹补

结合，以村民民主决策、自愿出资出劳

为基础，实行政府投入与农民出资出

劳的有机结合。两年来市中区村级公

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的投资达7307.58

万元，其中财政奖补资金2099.95万

元，带动村级集体组织、社会公众投入

资金5207.63万元，形成了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多元稳定投入的新机制。

（三）彰显财政的公平普惠。过去，

由于区级财力有限，除了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和贫困新村建设外，大部分村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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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大部分以各种工程项目为载

体，难以进村入户，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梗阻”现象突出。不少建设项目规定

详细，列支科目精确，资金难以整合。

许多项目分散在众多职能部门，部门间

的协调沟通和协作不够，使多数资金的

使用没有形成合力，降低了投入效率。

（五）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大。根据

《四川省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试点办法》规定，财政奖补资金

由省、市、区（县）分别按50%、20%、

30%的比例分担。2010—2011年，省、

市、区财政奖补资金2099.95万元，其

中区级配套772.95万元，占全部奖补

资金的36.8%。市中区经济发展缓慢，

区本级财政财力非常困难，各种刚性

配套支出要求较多，在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安排上，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若调整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政策，

提高农民筹资筹劳与财政奖补资金的

比例，区级财政配套资金量将增加，地

方财政压力将更大。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

入。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体虽然是

农民，但必须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才能

调动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

要增加财政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投

入，提高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标准。要逐步提高农民人均

补助标准和对农民筹资筹劳的奖补比

例，坚持“普惠制”和“特惠制”相结合

的原则，按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区别，对

贫困地区、薄弱地区有所政策倾斜；

同时合理提高上级财政占财政奖补资

金的比例，减轻地方财政资金压力。财

政和农业部门要在做好项目规划的基

础上，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统

筹安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

其功”的原则，完善相关政策，开拓思

路，创新办法，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整

合力度，多方筹措配套资金。鼓励村级

组织增加投入进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倡导社会各界捐赠赞助支持村级公益

事业，以减税、贴息等优惠政策激励企

业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加快形成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多元稳定投入的新机制。

（二）进一步完善村民筹资筹劳办

法。建立健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

办法，是实施财政奖补的基础条件。要

建立符合区情村情民情、操作程序规

范、群众乐于接受的一事一议民主议

事机制。积极创新议事形式，要适应劳

动力外出多的新情况，在不简化民主

议事程序的基础上，采取群众便于接

受的方式进行议事，创新议事形式，包

括选择议事时机、探索委托表决的方

式等。要明确界定筹资筹劳适用范围，

合理界定限额标准。区县可以根据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承受能力，适

当提高限额标准，提高以资代劳工价

标准，并建立健全相关监管措施。

（三）将财政奖补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

期性和全局性的工作。对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要加强统一规划，对乡村公路

建设、村容村貌整治、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农村集中居住工程、生态乡村游等

相关项目建设，要尽可能与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配合起来，相互补充，拾

遗补缺，统筹协调推进，充分发挥财政

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统一制定项目

规划、建设等办法，将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试点工作纳入经常化、规范化、科学

化的轨道，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

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四）健全财政奖补配套制度。一

是健全筹资筹劳项目实施、验收和管

护制度。投资较少的工程项目，可由

村民推选代表组成项目实施小组，与

施工方进行协商议价，签订合同后组

织实施；投资较大的工程项目，可根

据实际需要实行公开招标，施工中由

群众代表负责项目全程质量监管，并

组织专业的工程监理人员和村民代表

对完工后的工程质量、完成期限、资金

决算等进行检查验收。对一事一议建

设项目形成的资产，要落实管护责任

主体和养护资金来源，克服以往“重建

设、轻管理，重使用、轻养护”的问题，

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和养护水平，发

挥资产的长期效用。二是健全财务管

理制度。农民所筹资金、财政奖补资金

均属集体资金，应纳入村级财务管理，

不准截留和挪用。加强对一事一议资

金收取、使用情况的审计，有关账目和

审计结果要及时进行公示，接受群众

监督。三是健全筹资筹劳项目档案管

理制度。乡镇要建立一事一议项目档

案，将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会议

记录、村民签字方案、奖补项目申请表

等有关原始材料汇总归档，实行一项

目一份档案，规范管理，有据可查。

（五）加强督查指导工作力度。要

加强对财政奖补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

导，及时了解掌握各试点村的进展情

况，加强动态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同

时，要制定和完善符合实际、易于操作

的管理办法，对项目实施、资金兑付、

奖补资金核算办法等情况实施动态管

理，并定期会同审计、监察等部门对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建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目标任务考

核制度，将其纳入县区政府对乡镇的考

核内容，积极探索建立绩效评价制度，

县区综改办定期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考评，促进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会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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