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项目可委托项目主管部门监管。绩

效追踪小组根据上报的支农项目情

况深入项目点，考察确定项目方案是

否可行，根据项目实施地的远近等条

件进行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批复项

目实施方案，并不定期进行项目实施

情况突击检查，追踪支农项目进展情

况，监督支农资金使 用，督促 项目建

设和完成，并对项目竣工 后的管理进

行监督。
五是定期对支农项目进行绩效考

评。考评的范围 不界定年度，可抽取

以 前年度的项目进行追踪问效。考评

支农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基础资料可由

支农项目绩效追踪小组提供。将考评

结果与项目实施地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制挂钩，作为其年度目标考核依据之

一，以 引起 当地政府的重视，更好地

实施和管理好支农项目。

六是适当减少或免除地 方配套资

金的比例，特别是要求县级 配套解决

的部分。对于基层财政 来讲，目前仍

主要是吃饭财政，保证人员工资、保

证机构的正常运转是第一要务，对项

目资金的投入只能提供部分重点项目

的配套和工 作经费，要按 上 级 规 定

足 额 落实 配套资金难度很大。适 当

减免地方配套资金，有利于提 高支农

项目工 程质量，保 障支农项目的顺利

实施。

（作者单位 ：贵州省安顺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方震海

地方财政

规范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魏 光  靳广才

馆陶县是河北省村级一事一议财

政 奖补政 策试点县，自 2006 年以 来，

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 文明生态村

为载体，逐步建立了农村一事一议财

政 奖补制度，促进了村级公 益事业建

设。两年来，全县 187个行政村开展了

村级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活动，33 万人

（次）参加 了筹资筹劳，筹资额 720万

元，县财政兑付奖补资金 331万元，显

著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建立奖补机制，明确奖

补标准

2006 年，馆陶县制定了《村级一事

一议筹资财政 奖励 补助办法》，对财

政 奖补的范围、标准、程序和资金的

管理进行了规定。从 2006年起，县财

政每年拿出近 200万元，按照“以 奖代

补，多干多奖、不干不奖”的原则，对

村级一事一议公益事业建设进行奖励

补助，对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进行引导

和支持，逐步形成了完善的财政 奖补

机制，明确了奖补范围和标准：一事

一议筹资财政奖补范围只限于村内道

路修建（包括进村路、生产路）、植树

造林、小型农田 水利建设、主街道排

水等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重点是以“八

通”（通油路、通自来水、通排水、通

沼气、通公 交车、通电话、通电和通有

线电视）工 程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对相邻村共同直接 受益的

跨村项目，由受益村协商，乡镇政府

协调，按 照分村议事、联合申报、统

一核算管理的办法，经县财政及农民

减负部门同意后，纳入财政奖补范围。

其他不符合规定的筹资标准、程序和

范围的项目不 得纳入财政奖补范围。

对属于财政奖补范围内兴办的村级公

益事业，按照先建后补的原则，在年

人均筹资20 元 限 额内，县财政给 予

50%的奖励补助。对于用村集体积累

兴办的村级公 益事业，支出额在本村

农业人口人均 20 元限额内，同样给予

50%的奖补。

二、规范运作程序，严格资

金监管

馆陶县制定出台了村级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

了操作程序，统一了奖补资金从申请

到使 用的管理模式。一是规范申报程

序。拟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行政

村，要提前编制筹资筹劳方案和项目

预算，经村民代表会或户代表会表决

通过，建立会议记 录，乡政府派专人

参加会议进行监督。筹资每人每年不

超过 20元，筹劳每年每个劳动力不超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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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5个工。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决议形

成后，填写《 馆陶县农村兴 办集体公

益事业筹资筹劳审批表》，连同筹资

筹劳方案、村民会议记 录表决的有关

资料一并报乡政府审核批准，报县减

负办复审备案后实施。二是规 范公 开

程序。要求村委会将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建设项目的内容、筹资筹劳数量、资

金使 用情况、财政奖补金额、举报电

话等必须在村公 开栏公 开，公 示期至

少七天，确保 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三是规范资金拨付程序。

项目建成后，经县财政局和县减负办

组织验收，由村民委员会填写《 村级一

事一议筹资“财政奖补”资金申请表》，

并附相关材料，报乡镇政府审核同意

后，汇总上报县财政局和减负办审批，

由县财政局将奖补资金直接拨付给议

事主体。

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建立了三

项资金监督制度：一是建立财务公 开

制度。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建设的

内容、筹资筹 劳的数量、奖补金额、

预决算情况等均纳入村级 财务公 开内

容，及时向村民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二是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县乡都建立

了一事一议 奖补项目档案，将村民一

事一议筹资筹劳的会议记录、村民签

字、筹资筹劳方案、奖补项目申请表

等相关材料汇总归档，进行规 范化 管

理。三是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县级 财

政和农民减负部门每年对一事一议奖

补项目的合规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

行检查，对不符合一事一议筹资政策

和程序、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的，依据

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实行典型带动，做细做

实工作

馆陶县根据农民群众对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认识程度不同、各村经济基

础 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 点带面、

分步实施的方式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首先，在各乡镇选择了经济基

础较好、班子战斗力强的文明生态村

作为重点示范村，对公益事业、基础设

施建设等一事一议范围内的项目，全

部实行一事一议，县财政安排资金进

行奖补。其次，召开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现场观摩会，组织各乡镇主要领导、

各村“两委”干部到示范村进行观摩学

习，通过学习示范村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项目运作的先进经验，观摩一事一

议兴办公益事业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进一步提 高了各村实行一事

一议筹资筹劳的积极性，加 快了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向全县农村推进的

速度。为确保一事一议顺利实施，在

具体操作运行中，该县注意做 细做 实

工作，稳妥推进，对于特殊情况特别

处理，妥善解决个别户不交纳筹资款

问题。对困难户或因天 灾人祸确实交

不出筹资款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村

民代表会讨论表决予以 减免（减的数

额一般 定在该户集资额的 50%，免则

全部免除），张榜公布。对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方案，在县、乡批准实施 后详

细公 开项目预算，使群众心 中有数，资

金专户专账，由村委负责人和民主理

财小组组长共同审批，及时逐笔在公

开栏予以 公 开，乡政府对支出情况进

行审核监督。项目实施完成后，召开村

民代表会议将收支情况以明细表形式

发给每一个代表。

四、规范有序运作，取得显

著成效

两年来，馆 陶县不断规范程序，

完善制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有

序运行，进展顺利，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有效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切

实解决了事难议、资难筹等问题，提高

了村民筹资筹劳的主动性。如路桥乡

清阳城村通过一事一议整修主街道，

群众自筹资金 3万元，财政奖补1.5万

元，共整修街道1700 米，解决了群众

行路难问题。馆陶镇安静村村民的吃

水一直得不到保障，经群众商议，自

筹资金 33240元，财政奖补资金 16620

元，铺设供水主管道 9100 米，解决了

安全饮 水问题。二是解决了群众最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南徐村乡郭辛庄

村的蔬菜种植因缺乏技术指导，蔬菜

产量一直不高，效益不好，提高蔬菜产

量是全村群众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实

行财政 奖补政策后，该村群众自筹资

金 2万元，财政补贴资金 1万元，专门

从蔬菜种植大县山东寿光县聘请了一

位 高级 农艺师长期驻 村指导蔬 菜种

植，提 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据该村

统计，通过专家指导，种植蔬菜年增收

140 万元。三是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

性。建立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增强了干部的责任心，促进了干部群众

思想的统一，推进了农村公 益事业的

顺利实施。如 寿山寺乡东庄固村针对

上级 专项资金分配分散的实际，在不

违反 上级 规 定的情况下，对上级资金

捆绑使 用、集中投入，所有村民代表

一致通过，修建村文化广场3600平方

米，添置了体育活动器材，解决了村民

活动无场所的问题，丰富了村民业余文

化 生活。四 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实

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以 来，群众积极

主动筹资筹劳，干部真抓实干、实实

在在为群众着想，为村民谋利。目前，

一事一议已成为县直帮建部门解决群

众的热点难点问题、了解村民心声的主

要“帮手”，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促进了

全县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

省馆陶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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