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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安全保障网  让老百姓生活更踏实

——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访谈

本刊记者  ★刘慧娴★

近
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

知》，决定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低保制度对

于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进一

步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以及促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四川省财政部

门积极支持农村低保制度建设，取得

了明显成效。因此，记者就建立和完善

农村低保制度问题采访了四川省财政

厅厅长黄锦生。

记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需要

救助的贫困群体约为 3600 万人，占 农

村总人口 的 4% 左右。四 川省 面临的现

实状况是怎样的？

黄锦生：我省农业人口约6700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77%，既是典型的农

业大省，也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城乡低

保人数位于全国首位，其中，农村绝对

贫困人口达到390.8万，占农村居民的

5.8%。因此，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任

务十分艰巨。

记者：那么，四 川省农村低保制度

的建立 大体经历 了怎样的过程？

黄锦生：我省农村低保制度的建

立大体上经历了探索试点、扩大范围

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

代开始，我省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农村

社会保障工作。1994年，党和政府提

出在农村初步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

保障制度以后，成都彭州从 1996年开

始试点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在彭州试

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 3

月，成都、德阳、乐山等地先后启动了

农村低保制度。这是最初的探索试点

阶段。

记者：党的十六 大以 来，农村低保

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 快，四 川省 农

村低保 制度建设的 第二 个阶段也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 的吗？

黄锦生：是的。为了落实党的十六

大提出的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要

求，2003年四川全省开展了一次农村

特困户生活状况调查，在此基础上，农

村低保制度开始进一步扩大范围。截

至2004年底，全省有 83个县（市、区）

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各级财政安排

农村低保资金3533万元，保障农村特

困群众 24.7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总

数的 0.37%。2005 年 6 月，省委、省

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城乡社会救助

体系建设的意见》，决定从2005年下半

年开始，用3年时间在全省建立起规范

完善的农村低保制度，切实缓解农村

特困群众的生活现状。至此，我省全面

启动了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工作。截至

2005年底，全省有 131个县（市、区）

初步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各级财政

安排农村低保资金 1 .04 亿元，共有

29.8万户、 61.9万人享受农村低保，

人均月补差 16元。其中，成都、攀枝

花、德阳、泸州、广安、甘孜6个市（州）

全部实施了农村低保制度。
记者：应该说四 川省建立农村低

保制度扩大范围阶段的工作开展十分

顺利和迅速，并取得 了实效，那么全面

推进阶段 又取得 了哪些进展呢？

黄锦生：2006年，我省农村低保

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全省 176个涉农县（市、区）

全部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在西部地

区率先实现农村低保全面建制。2006

年全省享受农村低保人数达到 155.5

万人，全年累计支出农村低保资金2.2

亿元，月人均补助 14.1 元。2007年，

四川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农村

低保工作纳入了“十大惠民行动”的目

标，要求将160万农村特困群众纳入农

村低保，月人均补助达到 19元。截至

今年 6 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达

185.78 万人，累计月人均补助 21 .2

元。

记者：据我们 了解，全国政协和国

务院办公厅分别于去年 1 1 月和今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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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四 川省进行了农村低保工作调研，

充分肯 定了四 川省农村低保 工作取得

的成绩。那么，你们在建立和完善农村

低保制度的过程中，采取 了哪些措施，

有什 么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黄锦生：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科学的制度设计是保

证其顺利进行的基础。我省各级财政

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有关精神，与

民政、扶贫等相关部门一起，循序渐

进，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建

设。我们认真借鉴建立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根

据农村实际情况，在建制过程中对农

村低保对象作了明确界定，对保障人

数也作了原则规定，即到2006年底享

受农村低保的人数不低于全省农业人

口总数的 1.5%。保障标准由各市州结

合实际自行确定。此外，针对农村特困

群众不同的保障需求，各地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低保制度，除对特困家庭给

予分类救助外，还对出现患重病的低

收入家庭给予关怀，并对符合低保条

件的重点优抚对象、 重度残疾人和贫

困老人在低保补差上实行上浮。有的

县按低保对象贫困程度，分为 A 、B、

C 不同类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由于

坚持了“低标准，重建制”的起步原则，

各地农村低保工作进展顺利。

记者：建立和落实 农村低保制度，

资金是关键，也是难点，四 川省是如何

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黄锦生：正如你所说，要把农村低

保这件好事办好，必须把筹集资金、建

立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放在首位，但

是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不同，资金筹

集以地方为主，中央只安排对困难地

方的资金支持，再加上我省农村低保

人数多，资金保障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为此，我们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

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为农民

服务，全省各级政府将农村低保资金

纳入了地方财政预算，2007年，省财

政安排农村低保资金 1.1亿元，市、县

两级预算安排农村低保资金2亿元，保

证了中央和省低保证策的落实到位。

近期，省政府又要求各地进一步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每年新增财力要安排

一定比例用于农村低保，不断加大对

农村低保的投入。此外，我们还积极利

用发行彩票、开展社会捐助等活动，多

渠道筹措农村低保资金，建立合理、稳

定的资金筹措机制。目前，我省已建立

起较稳定的财政投入和自然增长机制，

较好地保障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

记者：农村低保对象的确定也是

低保 工作的一个难点，四 川省如何保

证让真正的农村特困群众享受低保？

黄锦生：农村低保对象的确定比

城市更加复杂，一是对低收入家庭的

房产、储蓄、有价证券及其他隐性收入

等难以合理核定；二是有劳动能力的

保障对象的隐性收入核定困难；三是

农户外出务工收入或临时性收入计算

难；四是确定农户具有法定赡养、抚养

关系且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全体人员收

入难。为此，我们在低保入户调查中坚

持“四做到”，即一听本人陈述、二看

家庭摆设、生活状况、三访邻居、四问

整个家庭情况。低保审核做到 “七坚

持”，坚持本人申请、坚持入户核查、坚

持村委会审查、坚持村民代表评议、坚

持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

坚持张榜公布、坚持县（区）民政局审

批。低保审批做到“四要四不批”，“四

要”指资料要齐备、收入核实要准确、

低保金要按标准据实补助、审批要及

时，“四不批”指资料不齐全的不予审

批、收入状况不详需进一步核实收入

的不予审批、 不按要求填写相关表册

的不予审批、 不按程序申报的不予审

批。此外，我们特别强调低保动态管

理，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建立热线

电话信访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发现有

不符合低保标准的情况及时纠正。

记者：四 川省 农村低保 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我们也看到 ，目前全省

30 0 多万绝对贫困人口 尚 未做到 全覆

盖，您认为在制度建立和运行过程中

尚有哪些方 面亟待加 强和完善呢？

黄锦生：农村低保工作刚刚起步，

存在一些问题在所难免，比如法规建

设相对滞后，除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外，农村低

保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以国务院或国务

院办公厅的通知为政策依据的。政策

法规不完善，造成了各地制定的政策

规定、 财政投入和救助水平存在较大

差异，制约了城乡低保和救助等工作

的健康发展。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具体

到四川省来说，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是

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我省城乡低

保人数位于全国之首，而保障标准却

处于全国较低的水平。全省农村年贫

困人口有300多万人，目前纳入农村低

保的不到200万人，尚有 100多万人的

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而且，城乡低保标

准差距较大，2007年我省农村居民低

保标准月人均为 20.26—83.33元，而

城市居民低保标准月人均为 140—230

元。由于农村低保标准相对较低，对解

决困难群众生活的作用有限，现行低

保政策与实行农村低保的初衷还存在

不小差距。

记者：针对这些问题，四 川省财政

部门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是什 么？

黄锦生：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十七

大精神和省政府 “扩大农村低保覆盖

面，做到应保尽保，逐步提高低保标准”

的具体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保证每年

新增财力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低保，

并继续探索利用彩票收益、慈善捐助等

活动，多渠道筹措农村低保资金。同

时，各级财政部门要逐步完善低保资

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农村低保财政

监督机制，确保低保资金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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