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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实践

田洪生

2007年，莒县被确定为山 东省清

理化 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试点县以

来，积极探索清理化解债务的路子和

措施，在全面核实认 定的基础上，共

化 解债务3207 万元，占债务总额的

56% ，计划 2008年全面完成清理化解

任务。

确保债务清理认定结果

客观公正

清理核实债务是化 债的基础，通

过分步分级 清理核实，摸清了债务底

数，锁定了债务数额，为债务化解打下

坚实的基础。

财政部门制定了义务教育债务清理

核实工作实施 方案，确立了以 学校为

单位、以 项目为主线的清理核实工作

思路，严格遵循债务清理、审核认 定、

张榜公布、建立台账四 个步骤，扎实开

展清理核实工作。一是以乡镇为主组

织债务清理。由乡镇财政所具体负责乡

镇政府和学校债务的清理，由财政所、

经管站共同负责村级债务的清理。二

是中介机构全程参与债务审核认 定。
坚持统一政策、统一范围、统一尺度，

社会中介机构严格按照审计程序和操

作规 范，全程参与债务核实认 定。三

是及时张榜公 布，增强透明度。对经

过统一审核认 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

及时在乡镇政府、学校和村张榜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四 是建立债务台账，加

强动态管理。债务经乡镇长、学校校

长、村委会主任、清理核实人员、债权

人签字确认，县财政设立债务台账和

债务数据库，对债务实行动态管理。

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分布范围广、时

间跨度长、情况复杂，核实认 定工作困

难很 大。工 作中，财政部门严格把握

政策范围、时间界限，探索了六种方法

进行审核认定。一是对账面反映明确、

手续完备的债务，采用“直接法”，通

过查看债务发生、付款等资料直接认

定。二是对有工 程决算书、购置合同，

手续比较完备，但债务余额没有体现

在账面上的债务，采用“倒挤法”，以

决算数或合同数减去历次还款数，计

算确定债务余额。三是对用往 来款及

其他资金垫付教育建设性支出的，采

用“还原法”，将不属于教育建设性的

支出剔除，将往来款及其他资金垫付

教育建设性的支出纳入债务统计范围。

四 是对债权人和债务项目不能直接对

应的债务，采用“对接法”，在确定首次

借款是 义务教育债务借款的基础上，

从 最初借款开始 清理核对，按转借款

时间的先后衔接起来，核实无误后按

不大于首次借款 本息总额予以 认 定。

五是对债务原始资料不是很完整的债

务，采用“群证法”，债权人出具的债

权证明要经村委会和村民理财小组盖

章、原村委主任及现任村委主任签字、

受益学校盖章签字后认 定。六是对向

银行和其他单位、个人借款形成的债

务，采用“削减法”，实行本息分离，不

准将利息转本金，并将利息控制在同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之下，减少利息

支出，严格控制债务规模。

确保债务化解结果真实可靠

坚持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

制定了具体的实施 方案，明确规 定了

目标任务、资金来源、工作措施，在

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开展

债务化 解工作。

——多渠道筹措化 解资金。莒县

是省“五奖一补”财政扶持县，虽然财

政状况非常紧张，但通过积极调整支

出结构等措施，2007年多渠道筹措化

解资金 3207 万元，保证了债务化 解工

作顺利进行。其中，临沂市财政安排转

移支付资金1000 万元，县财政统筹财

力安排资金1234.6万元，乡镇通过实

施公 用经费定额管理节约公 用经费开

支
、
清理债权以 及接 受社会和民间捐

助等渠道，筹集资金 972.4万元。
——规 范化 解资金兑付程序。乡

镇债务兑付地点统一设在财政所，政

府欠债还款手续经乡镇长、经办人签

字，学校欠债经校长、经办人签字，办

好还款手续后，由财政所统一支付，通

过银行转账直接支付到债权人账户，

做到偿还一笔，登记一笔，销号一笔。

——严肃化 解工作纪律。明确规

定不准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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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其他乡镇债务化 解，不准挪用其

他财政专项资金化解债务，不准弄虚

作假、套取化 解奖补资金，不准化解

“人情债”，不准借新债还旧债，不准

因债权人利益纷争造成社会不稳定因

素。并严格审查化 解资金来源，对化

解的每一笔债务，都认真审查核对，确

保资金来源真实合规；严格审核付款

原始凭证，认真审核债权人发票、收

据、欠条等原始 凭证，不能提供 合法

原始票据的项目，一律不予化解；严

格执行化解程序，还款手续办理完备

后，由财政所统一付款，债权人收到

资金后在债务证明表上签字；严格审

查化 解结果，对每个乡镇、学校每笔

资金的化 解情况进行严格审核，并采

用与债权 人见面和电话回 访的方式，

认真核对债权人收到资金的时间、数

额，保证化 解资金准确支付给每一个

债权人。

建立制止新债发生长效机制

在开展债务化解工作的同时，积极

探索和研究债务监控管理办法，初步

建立了制止新债发生的长效管理机制。

首先是完善债务“动态监控、举债

审批和考核奖惩”三项机制。按照“制

止新债、摸 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

处理、逐年消化”的要求，对 2005年

12 月31日以 前的债务予以 锁定，逐项

核实认 定，逐笔登记 造册，建立债务

台账和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乡村

两 级 原则上 不 准举借新债，确需举

借新债的，必 须首先落实还款资金来

源，并按程序上报审批。乡镇举债，必

须通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报县政府

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予以 化 解；村

级举债，要按照“一事一议”的有关规

定，先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通过，然后上报乡镇政府批准。县

里将制止新债纳入对乡镇的综合考核

内容，作为衡量年度实绩的重要指标，

并将债务管理纳入乡村干部任期经济

责任审计范围，审计结果作为干部任

用的重要依据。

其次是深化“乡财县管、村财乡管

和校财局管”三项改革。县里成立了乡

镇财政管理中心，对乡镇财政供养人

员实行定编定岗定员管理，工资由县

财政统一代发，对乡镇公 用经费实行

定额管理，对建设性及专项支出实行

“一事一议、一事一批”专项审核办法，

严格审核每个项目的审批手续和资金

来源。在全县1260个行政村全部实施

了村财乡管改革，建立起了“双审核、

双监督、一公 开”机制，村级 发生的

每一笔业务，要经过村民理财小组审

核和村委会主任签字，报乡镇经管站

审核，然后到财政所报销，财务执行

结果定期向村民公 布，较好地解决了

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和乱举债现象的

发生。县里成立了教育财务集中核算

中心 ，负责全县中小学账务核算，对收

支全面审核和监督，对超标准、超预

算和没有资金保障的建设项目和投资

不予报账，严格控制学校公务费支出，

坚决杜绝挤占挪用和浪费教育资金的

现象。

（作者单位 ：山东省莒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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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
政府买单学“艺” 农民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财政部门加 大财

政支持力度，实施了“阳光工 程”、“雨露计划”

和“金蓝领工 程”等培训计划，通过对农民进

行家政服务、营销、服 装、建筑、装璜、电子

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

移。目前，全市受训农民已近 21 万人，以 外出

务工 和家门口 就业相结合，带动了全市60多万

农村劳动力大转移。

（谢金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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