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

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

为体现公平，中央财政在对 2005

年各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实绩进

行奖励的同时，对以前年度缓解县乡

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

一是对省市级政府财力向下转移

较多的地区给予补助。对2003年省内

人均财力较低县占全省人均财力比重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中央财政

根据超出的额度按 0.3的系数给予补

助。省级财政要将补助资金继续用于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二是对机构精简进度较快、 财政

供养人员控制有力的地区给予补助。

中央财政按2000-2003年县乡政府撤

并乡镇、区公所的个数和精简人员数

给予一次性补助，分 3年到位。撤并 1

个乡镇补助 40万元，每精简 1 人补助

3000元。

此外，根据《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

作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中央财政通过

选择与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努

力程度和工作实绩有关的指标，对各

地2005年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进行

考核评价。根据考评结果，对地方进行

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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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政管理  增强乡镇发展动力

胡 旗  周 峰

去
年，湖南省沅江市以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为契机，对乡镇财政管理

方式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减少了机

构人员，节约了开支，增强了乡镇财

力，强化了财政职能，强化了服务，增

强了发展活力。
（一）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建立长

效机制。沅江市在机构改革中，重新界

定了乡镇机构职能，核定了人员编制，

理顺了管理体制。将原来的 27 个乡、

镇、场、街道调整为 1 乡 11镇 2街道，

精简 48% ；乡镇机关内设机构总数由

原来的 108个减少为70个，减少35%；

乡镇事业站所由原来的 362 个减少为

110个 ，减少 70% ；乡镇领导职数由

原来的269个精简为118个，精简56%；

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共减少2532人，减

少 73%，其中在编人员减少 1542人，

减少 62%。其中乡镇财政所由原来的

27个合并为 14个，财政所人员由 172

人减少为 114人，全部为行政编制，实

行“市乡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
（二）强化财政管理，增强乡镇财

力。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自

给能力，确定了“分成型”和“包干型”

两种财政管理方式。对经济发展水平

较好的镇实行“分成型”办法，即“核

定收支基数，收入上解，支出下拨，超

收分成，短收分担”；对经济基础较差

的乡和街道办事处实行 “包干型”办

法，即“核定支出基数，收入上解，支

出下拨，基数包干，超额完成任务有

奖”，一定 5年不变。财政管理方式的

调整给乡镇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2006年全市乡镇可增加财力 400万元

以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长，乡

镇可用财力将快速增加。同时，实行

“乡财市管乡用”改革，在乡镇预算管

理权、资金所有权、资金使用权、资金

审批权、乡镇债务债权“五权”不变的

前提下，对乡镇财政全面实行“分级预

算、账户统设、采购统办、票据统管”。

乡镇政府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

兼顾、确保重点的原则，编制本级财政

预算草案，按规定程序报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审查批准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属于乡镇财权和事权范围内的支出，

仍由乡镇按规定程序审批，乡镇债权

债务仍由乡镇享有和承担。乡镇结余

资金归乡镇所有，市级财政不集中、不

平调。实行“乡财市管乡用”后，全市

乡镇预计全年可节约支出 1000万元以

上。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公

共财政。初步理顺市乡两级的“财权”、

“事权”，按照执法收到市、管理留在

乡、服务归站所、经营进市场的总体思

路，合理划分乡镇政府的事权财权。将

过去乡镇承担的各项职能进行了划转

和剥离，行政执法职能原则上划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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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职能由乡

镇政府承担，公益性服务职能由乡镇

事业单位承担，经营性服务职能与事

业单位彻底脱钩，全面走向市场。将承

担农村社会公益性服务职能的人员工

资、工作经费等纳入财政全额预算，既

切实肩负起了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服

务职能，提高了服务质量，又防范了财

政负担转移，杜绝了农民负担反弹。仅

此一项，全市每年将增加500多万元的

财政支出。另外，市政府行文明确，新

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向农

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的

投入，建立支农资金稳步增长的机制。

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建

立健全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改善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积极探索社会弱

势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机制。加大支农、助农、扶农的

力度，真正将公共财政覆盖到广大农

村，实现以城带乡、 城乡统筹。2006

年，阮江市财政增加了 1000万元的预

算支出，用于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新机制；增加了400万元的预算支

出，用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增加了

500万元的预算支出，用于通村公路配

套建设。
（四）锁定化解乡村债务，防范财

政风险。从2005年 1 1 月起，阮江市用

5 个月的时间对乡镇机关及事业站所

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彻底清查，按债权

债务的发生时间、 形成原因、 约定利

率、还本付息等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

并按乡镇汇编成册，建立了档案。对清

查复核确认后的乡镇债务，按照“谁举

债、谁偿还”的原则和先易后难、先急

后缓、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思路，划

清乡镇、部门单位和个人应承担的债

务责任，分类处理。多途并举，采取清

收债权减债、清息降息降债、盘活资产

资源偿债、置换债权债务转债、核销划

转销债、增收节支还债等方式化解历

史负债。把制止新债和化解旧债列入

对乡镇领导干部和部门领导任期目标

和工作实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市政府

对当年财政收支平衡，且完成了年度

减债目标的乡镇，经审计认定后，对单

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当年财政出现

新增债务或未完成消赤减债目标的乡

镇，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且在“文明建设”考核中实行一

票否决，乡镇主要领导、主管财税工作

的副职、财政所长不得提拔重用、不异

地调动，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并给予一

定的经济处罚等。通过以上措施，今年

以来，全市乡镇不仅没有发生新增债

务，还化解旧债 300多万元。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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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

丁兴俊  陈恒林

近年来，地处苏北的盐城市盐都区

财政部门结合实际，创新支持经

济发展方式，逐步做大财政蛋糕，实现

了财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构建财税政策平台，激发乡镇内

生动力，促进区、镇经济协调发展。一

是制定出台了区财政促进镇级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从培植壮大财源、激励

财政增收、建立奖惩机制等8个方面激

发镇级经济内生动力，促进乡镇增收。

2005年盐都区镇级财政收入达到3.34

亿元，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半壁江山。

13个镇中财政收入超千万的达到了 1 1

个，其中 2个镇超亿元，6个镇成为盐

城市财政收入跨越发展先进单位，盐

都区因此还被江苏省政府表彰为财政

收入上台阶先进单位。二是优化镇级

财政体制，实施“镇财区管镇用”改革，

实行区、镇财政“预算共编、账户统设、

票据统管、采购统办、集中收付”的管

理模式，进一步规范镇财政管理体制，

有效实现控人控债，控减农民负担，降

低行政运行成本。同时，建立乡镇增收

激励机制。在保证区级调控能力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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