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监督

京山县“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

动真格的

吴 洵  马安红

2005年7月起，湖北省在总结过

去政务公开利弊的基础上，采

取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工作，

将群众最关心、社会最关注的“人”和

“钱”等“敏感政务”，在互联网上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京山县是湖北省“财政与编制政

务公开”试点县之一，其做法与成效在

全省具有代表性。政务公开试点一年

来，已录入上网财政与编制政务信息、

财政管理专项资金、机构与人员编制

状况等各类可查信息120余万条，4000

余万字，“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已成

为该县促进政策落实，规范行政行为，

预防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和加强政府

与群众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一是财

政资金使用和机构编制管理更加规范。

通过边清边改，边审边改，先纠错再公

开，京山县一次性取消享受低保条件

不充分的关系户200多户。通过人员编

制实名制公开，理顺了人员编制关系，

增强了财政供养人员编制管理的硬性

约束。二是依法行政意识普遍增强。上

网公开后，阳光政务成为共识，行政行

为进一步规范。2006年以来，全县共

发生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投诉案件 3 8

件，查证属实 11件，分别比上年下降

了20% 和35% 。三是干群关系更为密

切。在互联网上公开群众关心的财政

资金和人员编制等核心政务，增进了

部门之间、干群之间的相互了解，创造

了有利于公众参政议政的环境，密切

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增强了群众对

政府的信任度。京山试点主要有以下

特点：

1.公开内容比较广，突出实效性。

2005年8月，“京山县财政与编制政务

公开网”正式开通，当年公开财政资金

22项，比省委、省政府规定的多5项，

另外还公开了 11 个单位的部门预算，

社会反响较好。2006年进一步加大了

公开力度：一是公开的财政资金项目

增加到 46项，比上年多29项。二是扩

大部门预算单位公开范围。全县纳入

部门预算编制管理的单位共有189个，

截至7月底已公开100个单位的部门预

算情况，占 53% ，比上年增加 77家，

公布的部门预算资金总额达到 4.5 亿

元。三是扩大编制政务公开内容。除涉

密机构以外所有纳入编制管理的单位

和部门编制情况全部公开。截至 7 月

底，全县340家行政事业单位的编制信

息已全部录入上网，比上年增加44家；

公开各类人员 11608 人，比上年增加

11598 人。

2.严把“四个关口”，突出规范性。

一是严把责任分解关。对应上网的政

策信息与数据在年初就进行了统筹安

排，将责任分解到各职能部门和乡镇，

实行首问负责制。二是严把数据更新

关。政策、规定应当在收到或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上网公布；各种专项资金必

须在分配到个人或项目后10日内上网

公布；对各类新增（或减少）的机构、

编制和人员情况，必须在15个工作日

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在网上公开。三是

严把信息质量关。对每一笔上网的数

据资料，严格实行项目单位填报人、分

管领导、单位负责人、财政局业务对口

股室或编办、县领导五级审核签字把

关，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到

了人员信息与财政、编制、人事管理部

门的真实情况逐一对口，资金的来源

与去向对口，网上资金总表、分配表与

明细对口，各项数据信息填写规范，无

缺漏。四是严把信息反馈关。建立网上

信息登记制，指定专人，每天收集登记

网上各类意见；建立交办工作责任制，

对群众上网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由相

关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处理回复，并

将结果报县政务公开办公室；建立重

大事项报告制，对群众反映的重大、疑

难问题，及时上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去年8月份网站开通以来，共收集群众

意见231条，通过书面、电话或网络全

部予以答复。

3.强化便民措施，提高可知性。针

对县城、乡镇与农村网点分布不均等

特点，为了方便群众查询，京山县把悉

心打造服务平台、强化和落实便民措

施作为公开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抓。一

是广泛宣传告知。通过电视、广播、报

纸、网络等多种媒体以及电子显示屏、

公告牌、公开栏、公开墙等各种途径发

布实施“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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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公开的主要内容和实施办法、网

址等，扩大群众知晓面。二是落实便民

措施。为方便查询，设立了 29个免费

查询点，其中县直部门 14个，镇（区）

15个。县直查询点主要设在城区人口

流动较大、群众办事出入较为频繁的

地方；乡镇查询点统一设在镇财政农

经管理所。各查询点均安排落实专人

管理，统一制作并悬挂查询告知、服务

规范等指南，指导和方便群众查询。同

时，还在全县选择 30家网吧（其中城

区 10家，乡镇20家）实施免费承诺服

务，有效解决了政务公开沟通平台不

足的问题。

4.完善工作机制，突出长效性。重

点从3个方面予以保障：一是组织机构

保障。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全县政务

公开日常工作，县财政局加强监督检

查，并在县直部门和乡镇确定 26名信

息管理员，负责做好本单位政务公开

的各项工作。聘请了 38名监督员，以

促进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更加规范、

透明。二是工作制度保障。制定了财政

与编制信息公开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

管理办法，保障了公开工作的连续性、

时效性和程序性。三是工作机制保障。
加强督办检查，县财政局督促公开责

任单位及时收集上报需公开的资料、

数据，对全县查询点建设情况、网上咨

询、建议、投诉处理回复情况及时检查

通报，并把“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工

作纳入各部门、单位年度工作考核内

容。
（作者单位：湖北省京山 县财政局

  湖北省潜江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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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的 哈密财政

新疆的哈密，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

区，微薄的财力很难满足“吃饭”

的需要，当地财政常常要靠上级转移

支付补助过日子。穷则思变，哈密地区

财政部门把穷作为变革的动力，工作

中坚持“依法理财、规范运作、民主管

理、服务全局、保障重点、培植财源、

促进发展”，“十一五”期间财政状况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方财政收入年均

增长24.33%，成为哈密财政发展史上

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实现了“吃饭财

政”向公共财政的历史性跨跃。

抓管理  促规范

“十五”之初，面对地区财政形势

严峻、预算管理约束乏力、弹性较强、

专项资金缓拨、滞留、占用的局面，为

理顺财政管理机制，哈密地区财政局

从强化预算管理着手，制定出台了多

项财政管理改革的办法。
——强化预算管理，规范拨款程

序。面对预算指标随意调整，预算执行

无约束的状况，面对各预算单位每办

一件事、每花一笔钱都必须“跑政府”、

“跑财政”的混乱局面，面对单位间苦

乐不均、大多数预算单位公用经费严

重不足所造成的尴尬，面对财政资金

多条渠道审批的困扰，2002年财政局

提出并经行署同意出台了加强预算管

理的意见。核心是对每个预算单位测

定合理的经费使用额度，即预算指标

明确到预算单位，节余留用，超支在下

年度指标中如数扣回。财政部门按照

预算单位的指标数、国库收入进度和

预算单位的工作进度三方面结合的原

则，主动向预算单位拨付资金。这一办

法的实行，改变了财政一家理财的被

动局面，开创了由预算单位和财政部

门共同理财的新局面。同时也避免了

预算单位跑行署、跑财政审批资金等

不正常现象，预算管理制度更加严密、

规范，资金核拨的透明度大大增强，使

政府、预算单位和财政都比较满意。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变

自由分散使用为约束使用。面对预算

外资金收多少、用多少的状况，单位间

苦乐不均、使用缺乏约束的局面，财政

局对所有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展开摸

底调查，提出了预算外资金分类管理、

分别指导、分类定档定基数、区别调剂

留用的意见，得到了地委、行署的支持

和批复。“意见”执行中触及了单位和

个人的利益，少数预算单位便向行署

反映意见甚至对财政局领导进行人身

攻击，但财政局党组一班人认准一个

理：预算外资金的收取、使用必须符合

财经法规，必须明确收取和使用范围

及标准，绝不能助长不良风气。经过一

年的实践，压力顶住了，矛盾化解了，

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事业得到了发展，

资金收取、使用规范，政府收入增加了

近千万元，大大缓解了财力紧张状况。
——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过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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