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论语

把财政工作的着力点放在
改善民生上

吕万松

胡
锦涛总书记在十七 大报告

中提出“加快建设以 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

力使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不

仅 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同时也为今后的财政工 作指明

了方向和着力点。

（一）努力做 大财政“蛋糕”。河南

省三门峡市作为发展中的新型工 业城

市，近年来一般预算收 入持续高速增

长，2007年1—10月已完成 24.3亿元，

总收 入在全省的位次不断前移，但 相

对于改善民生的巨 大潜在需求来说，

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财政部门要继

续把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积极运用支出、税收、财政补贴、

转移支付等手段，加 快资源型、原材

料型工 业向加 工 制造型、高新技术型

工 业转变，切实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

产业竞争力。全面落实国家财税优惠

政 策，加 大对重点财源建设项目、节

能工 程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

扶持和投入力度，积极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循 环 经济和高

新技 术产业，加 快发展第三产业，大

力发展非公 有制经 济，坚持“收 入管

理”和“财源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为促进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为改善民生提供 强大财

力基础。

（二）强化 财政支出管理。进一步

加大对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

强化财政预算刚性约束，不断优化 财

政 支出结构，大力压 缩会议费、招待

费、差旅费、出国考察等一般性 支出，

逐步加 大用于公 共服务领域和改善民

生方面的支出比例。进一步强化 财政

监督和追踪问效机制，健全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体 系，建立事前参与预 警、

事中跟踪防 范和事后审核问效的多层

次、全方位监管格局，确保更多的财政

“蛋糕”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建立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改善民生不是权 宜之计，而是百年大

计，必 须建立和完善为民办实事、造

福人民的长效机制，紧紧围绕国家和

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惠民措施，不断

完善就业、就 学、就医、社会保障和

社会弱势群体救助五 大体系，特别是

要加 大“三农”、教育、科技、卫生、就

业、社会保 障、环 境保护、公 共安全

等方面的支出力度，全面落实好对种

粮农民直接补贴、综合直补、良种补

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等各项改善民生的政策；不断

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非

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政 策体系；加 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

保险 制度，积极稳妥地推动农村低保

工作；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促

进就 业的联动机制，改 进和完善下岗

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贴息政策，切

实支持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

更充分地沐浴公 共财政的阳光。

（四 ）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统筹

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和改善民

生的主阵地。近年来，三门峡市财政

部门积极探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

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新途径，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变直接投入为政策调

控，努力实现财政经济良性循 环，为

改善民生提供了有效的财力支撑。今

后将继续把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为各

项财政工作的重头戏，千方百计帮助

县乡政府解决好项目引进、资源型经

济转型、新农村建设、优势工 业园区

培育、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县域经济

发展测评及 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财政

投资决策及 监督机制，建立财政体制

运行的监测、调整与制约机制，注重

财政收 入质量的考核工作，为县乡经

济、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县乡经济发

展注入强劲 活力，不断增强对县乡政

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从而确保将

改善民生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 ：河南省三门峡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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