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精神病人福利事业方面，通过相关卫

生项目，改善了精神病院的医疗条件，提

高其服务水平。此外，大力发展社区服

务，通过社区建立起老年人、残疾人、

孤儿、精神病人等福利服务和便民服务

设施和项目，将社会福利事业办在群众

家门口，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六、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

度，积极发挥财政监管职能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日益深

化，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1996-
2007年，全区各级财政社会保障经费

支出由 1亿元增加到近 20亿元。为确

保各项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区财政对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

会保险基金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并

建立了社会保障财政补助专户和基金

专户制度，实行专项调拨、专项管理，

对各市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

从源头上杜绝截留、挪用。建立社会

保障资金决算报表和季报考核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

的管理和监督。加强社会保障资金财

务管理和预算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

财务管理办法，形成了一套财务管理体

系，使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

责任编辑  戴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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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金

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2004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选择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的彭阳

县小虎洼流域开展了生态建设与扶贫

开发、特色产业开发有机结合的支农

资金整合试点，取得了较好的生态、

社会、经济效益。为进一步推广这一

成功经验，2006年自治区扩大了小流

域综合治理试点范围，在全区八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红寺堡移民

开发区实施了15个小流域综合治理与

特色产业开发有机结合的整合试点项

目。同时，在农村能源、高标准旱作

基本农田、扶贫扬黄等全区重点工程

项目中进行资金整合试点，取得显著

成效。

（一）整合支农政策，发挥支农政

策导向作用。为进一步加大支农政策

的“集合”效益，扩大支农资金使用效

果，从 2006 年开始，自治区财政厅紧

紧围绕五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和六大区

域性特色优势产业，提出了“规划统领

政策、政策统领项目、项目统领资金”

的整合支农资金政策扶持思路，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对现行支农扶持资金

进行了大幅度的归并和整合，将20多

项支农扶持政策整合为三个支持特色

优势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意见，着力

从组织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人

力资源、技术资源等方面进行优化组

合，探索建立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

部门协作为纽带、以重点建设项目为平

台、以集中投放为手段、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为目标的政策引导机制，解

决了过去扶持政策措施多、相互交叉、

扶持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不仅明确了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目标、原则、关键环节

和以奖代补措施，而且对主导产业、优

势产业、重点产业从政策扶持上强化了

针对性、引导性、激励性，初步建立了

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

系和激励机制。2007年，通过整合支

农扶持政策，共整合财政支农、农业

综合开发、财政扶贫、三西资金、科技

三项费、以工代赈等十多项产业扶持

资金近2亿元，撬动和吸引了社会资金

14亿多元，有力地推进了自治区特色优

势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协调各方关系，创造试点工

作宽松环境。为保证支农资金整合

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自治区财政厅

及时提出“渠道不乱、用途不 变、各

负其责、各记其功、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与各相关

部门的沟通，研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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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措施，确定支农资金整合管理使

用办法，明确各部门整合资金试 点

工作权利和义务，初步形成了部门相

互配合、共同推进整合资金的工作

格局。同 时，在资金整合试点中，提

出“突出产业、统一规划、集中资金、

保证重点、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

整合试点工作思路，积极推广彭阳县

小虎洼小流域综合治理与特色产业

开发有机结合的整合资金试点经验

和做法，在宁夏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

区先后实施了15个小流域综合治理

整合资金试点项目，得到广大农民群

众的好评。截至 2007年底，共整合

各类资金近 1亿元，吸引银行和社会

资金 2亿多元，使 9个县区 30 个乡镇

70 个行政村 10 多万贫困人口受 益，

试点项目区农民人均收入较周边乡

镇农民收入增加 500 元以上。

（三）建立激励机制，引导整合试

点工作。一是建立项目统一申报机制。

针对市县上报支农项目渠道多、部门

多、资金分散等实际情况，自治区财

政厅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相对

统一的申报办法，并明确要求各市县

相关部门紧紧围绕战略性主导产业、

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以及地方特色产

业的具体规划，调研、论证和编制支

农项目，报经县支农资金整合领导小

组审定后，进入县级支农资金整合项

目库，由财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共同申

报。对单独申报的项目原则上不立项，

杜绝了重复申报、分散使用的弊端。同

时，项目争取到位后，在不改变资金

管理办法和使用途径的前提下实行整

合使用。二是建立了整合试点工作奖

励机制。制定了“先干后补、以奖代补”

激励办法，对支农资金整合领导重视、

部门配合、措施得力、效果较好的市

县给予奖励，调动了市县的积极性。三

是建立整合资金试点项目绩效评价机

制。为积极探索整合资金绩效评价的

有效模式，自治区财政厅将彭阳县整

合资金支持新农村试点项目列为自治

区绩效评价试点县，与自治区纪检委

联合，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

体系，对整合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

全过程进行绩效追踪，探索出了适合

自治区实际的绩效考评的有效模式，

为支农资金全面推行绩效考评奠定了

基础。

通过进一步试点，目前，自治区

支农资金整合的范围已涉及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农业 基础设 施建设、

农业产业化龙头培育、农民增收项

目等多个方面，整合各类 支农资金

达 5 亿元，占全区支农专项资金的近

30% ，有力地促进了特色优势产业的

做大做强。

（一）支农资金整体效益得以充

分发挥。通过支农资金的整合使用，

一方面克服了资金管理与项目管理脱

节、部门之间责任不清、项目重复建

设以及多头申报、多头争取资金等问

题，促进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向更加科

学、规范、严格的方向转变；另一方

面，增强了各级财政部门宏观调控职

能，使地方政府能够集中财力办一些

事关当地主导优势产业发展的大事，

解决长期想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瓶

颈”问题，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使用

效益。

（二）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壮

大。通过整合资金，突出重点，集中支

持自治区确定的五大战略性主导产业

和六大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各个产业规模每年基本实现了两位数

的增长，产业集中度也明显提高。2007

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 95亿

元，加工转化率达 45% 以上，特色优

势产业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达 80% 以

上，特色优势产区农民人均收入来自

特色优势产业的一般占到农民人均纯

收入的 1/3以上。

（ 三）支农资金的管理进一步规

范。资金整合后，随着整合资金规模

的扩大，全区各试点县都普遍加强了

对资金的监管，对资金的到位、使用

等全过程基本实行了资金和项目公示

制、项目招投标制、“一卡通”兑现、

报账制、监督检查制等一系列制度，

从而使资金的管理更加规范、透明，

基本上杜绝了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

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四）职能转变和服务意识明显增

强。通过以特色优势产业为平台整合

资金后，试点县及相关部门都把精力从

“注重上项目、争取项目”转向“围绕当

地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重点项目”上来，实现了一些可喜的转

变：一是由“部门单打独斗”向“部门全

面协作”转变，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

互补位的合作意识进一步增强，自觉

在支农资金整合的大平台上找准定位，

服务意识和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促进了项目整体效益的发挥；二是部

门之间由“相互扯皮”向“主动整合”转

变，确定了总体目标、明确了任务和各

自的责任，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

用和技术优势，促进部门之间“各负其

责、各记其功、整合使用、整体推进”

机制的建立；三是区、市、县由“上下

两张皮、各唱各的戏”向“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转变，基本形成了“区上促、

县上抓、部门管、农民参与”的良好氛

围；四是财政扶持由“单一补助方式”

向“补助与以奖代补并重、以奖为主方

式”转变，创新财政支持方式，采取先

干、先验收、先兑现的“以奖代补”办

法；五是由“项目围着资金转”向“资

金围着项目转”转变；六是由“单纯项

目资金管理”向“与扶持政策引导相结

合”转变，有力地支持了全区特色优势

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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