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信息收集等服务，将已经具备一

定规模的一村一品做大做强，进一步

提高果、牧、药、菜等特色产业对农民

收入的贡献率，到“十一五”末，使全

市专业村的主导产业收入占到村总收

入的 80% 以上；按照集约化、规模化、

产业化的发展思路，积极支持农业产

业化经营，培植优势产业；进一步支

持龙头企业发展，增强龙头企业对农

民的辐射带动作用，真正实现农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各级财政要发挥职能

作用，按照多予少取、城市反哺农村的

原则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新农村

建设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

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的整合力度、

逐步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新农村

建设资金使用机制，并切实加强新农

村建设资金的监督检查。资金安排的

重点在交通、水利、人畜饮水等农村

基础设施方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此外，各级政府在项目资金的安

排上要充分论证、确保需要，既要突出

重点，也要充分照顾偏远的条件过差

的村组，避免资金使用分散，出现两

极分化；在改善村容村貌的过程中，

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突出农村

田园风光，特别是针对部分地处偏远、

居民稀少，有必要整体搬迁的村庄和

目前已经基本空壳化的村庄，在规划

时要统筹安排、充分权衡，以免形成

浪费。要充分征求农民的意见，切实

做到项目符合当地实际，符合农民需

要。同时，进一步完善村干部激励措

施，如提高村干部待遇、对优秀干部

进行奖励等方式，鼓励他们发展经济、

争取项目，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为此，在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实践

中，既要讲求速度，更要讲求效益，达

到速度效益均衡全面的提升；既要鼓

励先进，还要照顾落后，达到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十六字方针，真

正把广大农村变成一方幸福乐土。

（课题组成员：张耀民 高晓战

师 扬 孟雅莉 颜 艳 胡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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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资金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亟待解决

段万兵

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开展新农

村建设资金专项检查的实际来看，新

农村建设资金在管理与使用过程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

1.建设资金总量不足。新农村建

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

公 益事业建设、能源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来支

持，仅靠有限的财政资金无法满足新

农村建设的巨大需求。同时，农村集体

经济依然不够厚实，对新农村建设的

支持力度不强，村、组难以在新农村

建设中形成向心力。资金不足成了新农

村建设的瓶颈。

2 . 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

用，形不成集中扶持、规模扶持的效

益。新农村建设资金涉及农 业、水

利、林业、扶贫、发改、国土等多个

部门，由于部门间政策取向、扶持重

点、管理手段的不同，往往造成涉农

部门间的政策难以协同，各自为政，

自行其是，缺乏统筹协调，导致资金

分散使用，整体效益低微，不能形成

合力，正如“芝麻盐到处撒，你撒完了

我再撒”。

3.项目和资金管理不规范。部分

项目实施未做到规划先行，也未实行

招投标。项目竣工后，没有及时办理竣

工决算手续，结算仅凭白条报支工程

款，有些建设项目为了赶进度，建设虎

头蛇尾，工程质量堪忧。项目实施单

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擅自调

整建设项目，重投资，轻效益，重建设，

轻管理，资金和项目没有很好地发挥

应有的效益，损失浪费。存在挤占、挪

用、滞留、拖欠，改 变资金用途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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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管理监督缺位，财务核算不规范，

报账不及时，报账手续不严格，入账

凭证不符合规定。地方配套资金少或

不能及时到位，影响了工程进度。一些

地方热衷“跑步钱进”，争取资金花费

了大量不必要的工作经费，加大了资金

成本。

4. 借建设 新农村之名，不切实

际，盲目投资。个别地方好大喜功，欺

上瞒下，搞形式主义，建设新农村等

于建新村，有限的资金不是用在刀刃

上，而是用在建“政绩工程”，树“新村

典型”，损失浪费严重。

5.借建设新农村之名，行假公济

私之实，中饱私囊。极个别乡村干部

不是把劲使在新农村建设上，而是把

建设新农村资金视为送上门的“唐僧

肉”，不吃白不吃，甚至铤而走险，假

公济私，“前腐后继”，把“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建”成了“豆腐渣工程”。

6. 监督机制 不完善。目前新农

村建设资金基本上是财政部门自身监

督支付，审计部门审计监督。财政部

门由于自身既承担资金使用最终审批

的责任，又承担监督支付的责任，很

难防范内部存在的道德风险，而审计

部门由于人手缺乏，审计面也很难覆

盖到每个具体的项目。监督机制不健

全，给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留下了可

乘之机。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

务，如何管好、用好新农村建设资金，

使其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减少和避

免损失浪费，是亟待研究并予切实解

决的问题。依笔者之见，须在以下几方

面下功夫：

一是搞好建设规划。新农村建设

要规划先行，统筹布局，必须坚持规划

的科学性、全局性、连续性和严肃性，

一以贯之。对不同类型的村要因地制

宜制定项目详规，根据自然山水资源、

耕地分布、人口稀稠、经济状况、生态

环境等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布点和投

资规模，避免出现无效投资以及破坏

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投资。

二是增加政府投入。政府提供的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最 主要的资金来

源，调动农民积极性，鼓励农民参与

建设，要以国家的投入为首要条件。在

国家财政支持的构成中，地方财政应

提高比重并与中央财政投入形成合力。

三是整合涉农资金。要以县、区为

单位，通过规划引导、统筹安排、明确

职责、项目带动等方式整合涉农支农

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资金整合

时，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和示范

作用，在具体实施上可采取“统一规划、

捆绑投入、共同实施、部门验收、分头

报账、各论其功”的办法，将分散于不

同部门的涉农资金捆绑使用，统筹安

排和集约投放。在政策上对整合资金

加以引导，建立支农资金整合平台，完

善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使集约使用

资金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四是完善管理制度。完善县（区）

乡（镇）两级资金管理平台，设立资金

账户单独管理，推行资金直接支付。乡

（镇）、村对资金收支要单独建立账目，

指定专人进行专户管理，规范、完善、

报账手续，建立有效的基础性管理制

度，准确、规范核算资金来源和使用

情况，以免发生挤占挪用现象，确保支

农资金能够真正落到所需支持的项目

上去。工作经费由县、区统一规定项目

工作经费提取办法和标准，或由各级

财政根据部门实际纳入预算解决。坚

持村务公 开，健全公示制度，完善公

开的程序和内容，所有支农项目资金

必须经公示后再付诸实施，充分保障

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改进招标办

法，采取大工程公开招标和小工程询

价比选两种办法，尽可能降低招标成

本和工程造价。

五是推行绩效评价。细化新农村

建设资金的使用内容、范围，加强项目

跟踪管理，安排专人对规模较大的项

目进行全程跟踪监管，防止项目资金截

留、挪用，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建立重

点支农项目管理库，对项目立项、建设

情况、资金拨付情况、竣工验收情况

建立档案资料。对财政扶持的新农村

建设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加强对

财政资金支出动向、项目实施情况、资

金使用效益及目标实现度等情况的调

查，检查项目资金使用是否发挥应有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项目资

金使用、管理和部门预算单位后续拨

款的重要依据，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益。

六是强化监督检查。建立资金的

管理指导机制，乡（镇）应加强对项目

资金使用的指导、规范和管理，经常

派人督促并全过程参与到项目的招投

标、发包、施工、竣工 验收等诸多环

节。建立和完善农业主管部门日常监

督，纪检、监察、财政、审计部门督查

的项目资金检查监督制度，同时畅通

信访举报渠道，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

使用中的各种违纪违规情况，确保做

到专款专用。同时要明晰建成项目的

产权关系，强化后续投入和跟踪服务，

落实管养责任，不断巩固新农村建设

的成果。

（作者单位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鸦鹊岭镇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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