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励扶助标准。

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

一是创新财政支农资金和项目的

管理方式。例如，对现代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应该按照“突出粮食生产、倾

斜优势产区、针对关键环节、集中资

金投向、地方自主选项、提高比较效

益”的原则来安排，合理确定支持的

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在

项目管理方面，按照“中央下达指南进

行产业引导、省级自主编制批复方案、

以县为主组织实施”的方式，搞好项

目管理。即：中央财政会同有关部门

向各地下发项目申报指南和资金控制

规模 ；各地据此结合当地情况，编制

具 体的项目实施方案；中央 财政不

具体审批各地的项目实施方案，但要

进行产业政策引导 ；同时，各地编制

的实施方案，要作为中央财政进行项

目核查验收和绩效考评的依据。在资

金管理方面，中央财政对各地采取切

块下达补助资金的方式，只规定资金

的使用方向和支持的重点环节，赋予

地方一定的统筹安排使用资金的自主

权 ；地方不一定要安排配套资金，但

要将类似的专项资金尽可能地 整合

到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中，和

中央财政投入形成合力。

二是 继 续 推 进 支 农资 金 整 合。

按照“既 积极、又 稳妥；既 整合、又

管理”的要求，继续探索支农资金整

合的机制性 、体制性措施。继续推进

以县为主的支农资金整合工作，但要

改 变目前中央 财政安 排引导性资金

支持 和推动地方整合的做 法，实施

由各地自主整合，中央和省级财政进

行考核评估或抽查后给予 奖励的县

级 支农资金整合奖补制度。以 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为平台，建立和完

善 省级 支 农资金整合机制。进一步

规范部门 预算管理，继 续推进中央

农口部门预算专项资金的整合工作，

特别是对性 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

比较分散的专项资金，要尽可能地归

并，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五、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

必须牢固树立新的理财观念，把

“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投入、抓资

金管理就是抓使用效益、抓资金管

理就是抓资金安全”的理念贯穿于

财政 支农 工作的 始终，切实把强化

支农资金 监管与增加支农资金投 入

放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严格 预算管

理，不 断增强 预算的 规范性 和约束

力；建立健全 预算执行分析制度和

支农支出进度考评制度，继续推行

和完善报账制、公示制、专家评审制

等管理方式。强化支农资金绩效 考

评制度，逐 步实 现支农资金分配与

绩效 考 评挂钩。强化对支农资金的

监督检查，重点对粮食、生猪、油料

生产资金、灾后 重建资金以 及财政

扶贫资金等涉农民 生政策资金进行

检 查。进一步完善中央 财政与基层

财政信息对接和沟通机制，充分利用

基层财政特别是县级 财政面向第一

线、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赋予其更

多的监管责任，使其发 挥更 大的监

管作用。

（作者为财政部农业司司长）

责任编 辑  王 文涛

图片新闻

财政部门抗震救灾资金监管座谈会

在京召开

2008 年 7 月 10 日，中央纪 委驻财政部

纪检组组长贺邦靖主持召开了财政部门抗震

救灾资金监管座谈会。会上就抗震救灾资金

管理使 用情况的跟踪问效、监督检 查重点的

确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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