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障能力。在当前基层事权、财权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仅靠

转移支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困难，而且转移支付层

次过多、链条太长，甚至村办公活动场所、村干部工资也得

靠中央转移支付解决，体制的效率太差，不仅制约了乡镇政

府职能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影响了乡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因此，在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上，要转变角度、调整切入点，从界定基层政府职能和事权

入手，明确各级特别是县乡应该 “干哪些事”、“需要多少

钱”等，通过“以支定收”的办法确定体制补助数额和转移

支付规模。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级财权与事权关系，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合理确定财政收入分配格局，

在体制设计上保证基层财力需要。同时，对中央各部门要求

地方配套资金的项目应进行清理，明确各级应承担的责任，

切实减轻基层配套的压力，赋予地方基层财政自主安排财

力的必要权力，充分发挥体制的效率作用。

五、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作为农村持续稳定发展的大

事来抓。一方面应防止新农村建设增加新的债务。新农村建

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量力而

行，制定长期的规划，扎实稳步推进，避免短期行为，必须

高度重视新增债务问题，防止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新一轮

的“形象工程”，坚决禁止盲目举债搞建设，形成新的债务

包袱。另一方面可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化解消化旧的债

务。山东潍坊市按照“立足自身、政府扶持、搭建平台、部

门配合、贷款置换、一社一策”原则，采取“一次性集中解

决，分年度处置消化”的办法，一年就化解了农信社乡村债

务 10亿多元。因此，在化解债务问题上，首先要消除地方

的等待观望、怕吃亏思想，明确政策和态度。同时，要建立

化解债务的激励机制，对各地妥善化解乡村债务取得实效

的，中央和省市财政应拿出专项资金给予奖励。如山东省从

2005年开始，结合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对财政困难县按时

归还政府债务按5%比例给予奖励，据初步统计，51个省级

财政困难县一年化解债务 3亿元左右，效果很好。

六、建立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民主管理的新

机制。农村综合改革要在促进民主管理上多做文章，把新农

村建设与农民民主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民主决策、自

主申报、自我管理、动态监督”的机制，变“自上而下”为

“自下而上”，变“要我搞”为“我要搞”，变政府主导型为

政府和农民互动型。对需要农民出资兴建的公益项目，必须

经过农民民主决策，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由受

益群众自行“一事一议”。政府可以按照实施结果，给予一

定的鼓励和奖励。建立财政资金与“一事一议”吸附连动机

制，对通过农村“一事一议”筹资完成的集体农田水利建设、

植树造林、修建村道路、改善环境卫生、村公共设施维护等

公益事业，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提高农民“一事一议”

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七、 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断拓展农村综合改革的

内容范围。随着新农村建设目标任务的提出，农村综合改革

应不断拓展改革范围，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包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流通体制、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等，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农村生产发展的障碍问题，全

面激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

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发展多

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

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

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等。
（作者为山 东省财政厅副厅 长）

动态

山东莱西：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4年 9 月起，山东省莱西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全面推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提高

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这一制度。一是简化住院结报程序。市

财政投资建立 农村合作医疗局域网，实现了合作医疗工作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参保农民可以直接到本镇医保专管 员

处进行网络结报，使结报时间由原来的 20天缩短到 7天以内。此外，还在三所医院进行了参保 农民住院费现场结报试

点。二是为参合农民进行健康查体。2005年共为全市 1 8 万参合农民进行了一次免费健康查体和免费发放5 元钱的常

用药，并为查体农民建立 了家庭健康档案。三是根据基金的结余情况，提高参合农民的住院报销比例，降低起付标准。

具体由原来的 201-1 000元结报 20%、
1 001-2000元结报 25%、200 1-5000元结报 30%、5001-1 0000元结报 40%、10000

元结报以上 50%，改为 5 1-5000 元结报 35% 、 500 1-1 0000 元结报 45%、
1 0000 元以上结报 55%。通过提高结报比例和

降低起付标准，使参保农民医疗 费平均结报比例由 12% 提高到 20% 左右。  （赵 琨  邴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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