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人风采

锐意进取谱新篇

——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四川省乐山市财政局

“鱼米三江金天府，峨山沫水秀嘉

州”，这是人们对川西南城市——乐山

的美誉。肥沃富饶的土地孕育出一代

辛勤耕耘的乐山人，近年来，乐山市财

政部门作为其中的代表，坚持“开拓创

新、管理规范、服务到位、保障有力”

的理念，在峨眉山下谱写出了理财新

篇章。

忠诚的服务员

“财政工作必须服务于市委、市

政府重大决策和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于部门和单位，服务于基层和群众。”

2004年初，乐山市财政局党组一班人

喊响了“三个服务于”的口号，并成了每

位乐山财政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为切实履行“三个服务于”的承诺，

乐山财政部门确定了四条服务经济和

社会事业的措施。一是提供资金保障。

几年来，安排了大量专项资金，对重点

项目、优势企业进行扶持。二是保障部

门的正常运转。逐年逐项核定经费开支

项目，不断对经费保障办法进行调整

和完善，科学、合理地调整公用经费系

数，逐步提高公用经费标准，保障单位

正常业务工作的需要。三是切实缓解区

县财政困难。从 2004 年起，在省级转

移支付补助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区县财

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办法，在市级新增财

力中逐年增加对区县的财力性转移支

付补助，近两年连续翻了两番，彻底消

除了区县行政事业单位欠发工资的现

象。四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近两年市财政预算安排的支农资金连

年翻番。五是每年都不断加大对社会

保障的投入，确保困难群体的生产、

生活需要；在教育、卫生、文化、环保

等领域，均按照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

幅安排预算，让普通百姓真正享受到

公共财政的阳光。

孜孜的探索者

“改革创新是财政发展的动力”。

“十五”以来，乐山经济及社会事业快

速发展，2000—2006 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由 146 亿元 增 长 到 366 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 4 亿元增加

到 17.3亿元，可用财力由 10.8亿元增

加到 34.3亿元，财政支出规模由 14亿

元增加到 44 亿元。在财政经济规模迅

速扩大的形势下，市财政部门坚持开

拓创新，每年都有新的改革措施，改革

成为乐山财政工作的亮点之一，连续两

年在全省财政系统做经验交流。

乐山市财政改革中出现最多的一

个词就是“率先”。从 2000 年起，乐山

市在四川率先实施彻底的分税制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实行国库集中支

付和会计集中核算改革，率先全面实

施政法部门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率先

启动对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实行

招投标和专家评审制度，率先推行机

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体制改革，率先

实行部门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土

地经营预算“三本预算”一起编制，率

先开展支出绩效评价试点。

一系列围绕收入、支出、管理 三

个方面的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一是

推进收入管理改革。市县全面实行分

税制财政体制，建立规范的市县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全面实行“ 乡财县管

乡用”。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在

实行“单位制票、银行代收、财政统

管”的基础上，将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和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等部门的非税

收入纳入了部门预算管理，将大佛景

区和峨眉山管委会门票收入、国有资

产经营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各项收

入 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二是推进支出

管理改革。实行部门预算，规范财政

专项资金分配办法，建立和完善政法

部门经费保障机制。强化财政支出管

理，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支

付，探索和建立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全面实施政府采购。三是推进财政监

管改革。先后制定了财政预算管理内

部规程、部门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规程和办法。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将机关事业单位

办公 用房全部移交国资部门统一管

理，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收益由部

门所有变为财政所有，纳入部门预算

管理。

改革使乐山市财政收入规模在四

川 21个市州中排名连续上升，更使市

财政局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省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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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文明单位、省财政厅激励约束综合

考核两次第一名、乐山市年度目标考

核工作连续两年名列市级部门第一名。

严厉的管家婆

“监督管理是财政发展的保障”。

乐山市财政局每年在安排预算时都充

分听取部门意见，保障他们的基本支

出，协商解决项目支出。一旦部门拿到

了资金预算，市财政就把他们纳入严

格的监管范围，使各部门不敢越雷池

一步。一是看是否专款专用，在资金

拨付、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中都要定

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防止资金被截

留、挪用。二是看支出进度，每个月都

要检查项目进度，要求当年的预算要

在当年支出，确保预算早安排、资金

早拨付、项目早产生效益。项目如果不

能按预算进度执行，拖延时间过长的，

财政将收回资金重新安排。项目资金

还要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要向社

会公开。

要抓好财政监督管理，仅靠财政

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经过

深入思考，提出了“规范出效益、制度

求长效” 的管理思路，从调动主管部

门积极性、抓好专项资金管理、规范

财政内部操作程序等方面入手，不断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构建财政监督管

理的长效机制。一是构建齐抓共管格

局。研究制定了《 基本支出管理办法》、

《 项目支出管理办法》、《 市级国有资产

经营预算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

度，使各种财政收支行为有章可循、有

据可依。创新专项资金的管理模式，财

政从具体安排项目中退出来，充分发

挥主管部门的能动作用，乐山财政用规

范化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来管理项目

资金。到 2005年底，乐山市财政局已

与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了旅游、工业、扶

贫等 13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规则，

有效从制度上堵住了财政资金管理的

漏洞。二是拓宽监管广度和深度。针对

近些年来财政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特别是同级审计发现的问题和各级人

大对财政管理提出的监管要求，市财

政局不断完善财政监管办法，强化监

管措施，变“单一的收入监管为收支监

管并举”，变“以对外检查为主为内外

监管并重”，变“事后检查为主为对事

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针对

二、三级预算单位和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的财务监管缺位问题，每年都抽调

业务骨干，成立财政执法检查组，抽取

部分单位进行交叉检查。三是坚持系

统内部监督检查制度。每年都要组织

对科室和下属单位的内部审计，及时发

现问题。定期组织对区县财政部门的

监督检查，就区县推进财政改革、预

算管理等进行监督和指导，促进区县

财政建章立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

理财水平。

辛勤的建设者

云上金顶，天下峨嵋。大自然的造

化，给予了这片土地神奇秀美的风光。

作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乐山发展

旅游产业极具优势。为将峨眉山旅游

区打造成为“中国第一山”，做大做强

乐山旅游产业，几年来，乐山财政共筹

集安排财政资金3亿多元，用于景区改

造和环境整治。目前，“中国第一山”建

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06年接待游

客1320.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0.1亿元，同比增长31.3% 。

地方经济要发展，工业无疑是重

中之重。乐山市财政局围绕“工业强

市”的战略调整资金投向，落实技改

贴息和项目补助，建立工业发展专项

资金，努力发挥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

的扶持、引导和带动作用。同时，市财

政制定了《异地安商企业入园财政利益

分配办法》，实行“异地安商、投资分

成”，增强区县对外招商引资和对内横

向联合的合力，引导各种项目和产业向

园区聚集，推进园区产业化和特色化

建设。

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农”问

题是摆在面前的一大突出问题。乐山

财政围绕解决“ 三 农”问题，下大力

气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四川哈哥兔

业公司在乐山市财政局的扶持下，从

小到大，3 年多时间建立了养兔生 态

示范园 6个，辐射带动周边10多万户

35万农民养兔，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

此外，如竹叶青、永丰纸业、蓝雁食

品、锡成大家、吉象木业等都是近年

来在市财政倾力扶持下发展起来的

优秀企业。2亿多元的财政付出受益

的不仅有企业和社会，还有农民和财

政自身。

市县经济是一盘棋，没有县域经

济的发展，就谈不上全市的发展。从

2000年开始，市财政就将市属企业税

收下划到了各区县管理，并将企业所

得税等纳入市县共享范围，实行就地

按比例分级入库的财政管理体制。在

省对区县财政激励约束考核办法的基

础上，市局也建立了市对区县财政激

励约束考核体系，从机制上充分调动

了各区县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长风破浪应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锐意进取的乐山市财政全体

干部职工必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

下，在新的航程中谱写出更加辉煌的

篇章。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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