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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
本刊评论员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差距，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农业基础仍很薄弱，最需要加

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

的范围，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机制，采取以 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

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将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村级公益事业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有投入的责任。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适应取消

农业税和农村“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后村级公益事业投入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积极完

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初步形成了以 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以农民筹资筹劳为主体、以社会捐资赞助为补充的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为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中央选择

在黑龙江、河北、云南三省和部分地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省级 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财政积极安排奖补资金，中央财政也安排奖补资金鼓励支持地方试点工作，

整个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实践证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形成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机制，加快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有

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有利于充分发挥

村民民主，保障农民民主权益，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2009年将在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稳步扩大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让更多农民享受奖补政策的好处。

搞好试点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工作，政策性强，工作面广，直接关系着亿

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我国有63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点多面广线长，情况复杂，

工作量大，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提上议事日程。
试点省份要对辖区内试点工作全面负责，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周密、细致、严谨的操作办法和奖补标准，搞好对县级的分类

指导和督促检查；县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组织规划、指导协调和管理监督责任；乡镇人民政

府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具体组织落实工作；各级综改、财政、农业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和指导协调，及时掌

握和妥善处理试点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
搞好试点工作，奖补资金是保障。应充分考虑取消“两工”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影响，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中

央、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财政都要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奖补资金的稳定来源。同时鼓励村级 组织发展集体经济，

提高自我建设能力，倡导社会各界捐赠赞助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开辟多元化投入渠道。
搞好试点工作，民主管理是基础。要加强宣传，要把政策交给基层，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让广大农民自觉开展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活动。要培训提高村干部素质，提高村级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村组干部要深入千家万户，
了民情，解民忧，积极组织村民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要将村级公益事业奖补项目建设情况纳入村务公 开范围，让村

民代表全程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全面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实行阳光操作。要做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

奖补项目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等基础工作，推广项目资金县级或乡级报账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综改、财政、农业部门每年要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真实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重点检查，对违规操

作、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和奖补资金的行为，要责令纠正，追回资金，并按照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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