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财政普惠农村力度，改变了以往

“农民事农民办”的投入机制。到2005

年底，财政投入2.2亿元完成了710多

公里的村村通公路工程，5 年间投入

3500万元为239个村 19万农民建成自

来水工程，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改善

了生活环境。

——采取“挤奶法”，增强财政“埋

单”能力。一是预算大盘子里挤资金。

在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吃饭压力

紧的情况下，年度预算支农资金增长

幅度一直保持在 20% 以上。市级对乡

镇财政体制上也放宽政策，为鼓励乡

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重点在“多予”

上下功夫，对乡镇实行包干政策，超收

部分全留乡镇。二是实行非税收入“非

转农”，每年从有收入的事业单位非税

收入中调挤“三农”发展基金 2500多

万元。三是“以金养农”筹资金。招远

是全国最大的产金市（县），有“中国

金都”之称。黄金是招远的主导产业，

多年来就形成了以金养农、以金补农

的反哺习惯，市政府每年根据黄金企

业经营情况，制定统一的黄金收益征

集计划，由财政部门组织专门人员征

管，确保资金征集到位。近 10年间每

年这部分资金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

4000万元-1.3亿元之间。四是抓好农

业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发展“三农”事

业。仅2005年通过建设农业重点项目

利用外资 6000万美元。

——采取“杠杆法”，力求“四两

拨千斤”。首先是激发农民增加投入的

积极性，使农民感受到投入也有自己

的份。如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按市里

规定，各镇建成标准农业示范园区，财

政按投资额给予10-30%补偿；优质苹

果套袋，每完成500万个财政补助2500

元。建设“户亩万工程村”，以村为单

位，达到一户一亩田，每亩收入过万元

的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1万元。在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上也给予相应奖励，从

2000 年起全市共完成水利建设项目

1 164项，扩大改善水浇地 10万余亩。

仅2005年就购进大型农机68台套，全

市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98% 以上。

对优质果园覆膜补助称为红富士园里

的“白色革命”，全市达到 10万亩。这

样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财政资金

稳定增长的机制，为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提供稳定的财力基础。

跟踪问效 精益求精帮 “三农”

财政资金来源单一，数量有限，怎

样保证扶持“三农”的资金实现投资效

益最大化，招远市的做法是紧紧盯住

效益，集中财力保重点带动产业和区

域经济发展，抓好事前、事中、事后跟

踪问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专家选项目，避免盲目投入。

在扶持“三农”项目的确定上，为避免

“人情”项目的发生，采取由专家来槌

定的做法，每个项目都实行“乡镇申报、

挂钩筛选、专家论证、公开竞标、严格

把关”的办法。市里制定了专家评审方

案，农业项目专家评审工作由农业、林

业、水利三项分设三个专家评审组，评

审内容包括项目选择、项目需求分析、

条件分析、项目方案、综合效益、筹资

情况、项目预算等方面。评审方法步骤

采取现场观摩、技术评价、 专家投票、

撰写评审结论后报市里批准方法进行。

——优先保重点，竞标定项目。为

保证财政扶持开发的农业项目能够对

全市农业发展产生推动和辐射作用，

该市确立质量标准工程、 出口创汇工

程、生态建设工程等 8大工程，并从中

选出48个重点开发项目。项目确立后，

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市公示，面向社会

公开投标、竞标，对项目进行论证，精

选最佳方案实施开发，利用财政补贴

补助和贴息担保银行贷款等方式，确

保重点项目实施中无缺资金之忧。

——监督跟着资金走，实现效益

最大化。为防止资金投入后被截留挪

用或不到位现象发生，招远市坚持将

监督检查贯穿于项目开发建设的全过

程中。从完善制度入手，强化事前、事

中控制，按照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管理有关办法的规定，要求建设单位

报账时提供详细工程进度审核表、申

请表、发票、合同、工程决算、验收报

告，对不合理的支出坚决予以剔除。同

时财政评审部门还对投入资金和项目

进行全面评审，对达不到要求的给予

相应处罚，使财政投入的每一分钱都

用在刀刃上。
（作者单位：山 东省烟台市财政局、

  招远市财政局）

动态

山东泰安：四项制度提升农村财务管理水平

山 东省泰安市积极探索建立 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农村财务管理

水平。一是建立起村级财务管理委托代理制。立足于加 强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

管理，在全市 3720个行政村全面推行了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将村级的理财

权和会计人员监督权分离，在乡镇设立 农村财务管理服 务中心，统一实行委托

代理，全面推行农村财务“双代管”。二是建立起农村财务电算化管理制。县

乡两级农村财务管理中心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农村财务管理专用软件，推行县乡

联 网，实现了农村财务电算化管理。三是建立起对农村财务的定期审计制。严

格落实农村财务管理各项制度，加 大审计力度，严防集体资金 “体外循环”，

确保村级集体资金安全。四 是建立起农村财务定期公开制。将村级财务的收支

状况一月 （或一季度） 向全体村民张榜公开一次，重大收支事项做到随时公

开，提高了农村财务管理的“透明度”。 （赵传莹  李 民  池庆喜）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动态
	山东泰安：四项制度提升农村财务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