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人大代表谈新农村建设

公共财政增投入  彩云之南农村新

全国人大代表  云 南省财政厅 长 曹建方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较低，尚有绝对贫困

和低收入人口 7 4 0 多万，占全国的

10% ，新农村建设对于全省社会经济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我们将以完善广泛覆盖农村的公

共财政体制为着力点，以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为着眼点，不断健全完善

财政支农机制，大力促进粮食生产稳

定增长、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环境

不断改善，确保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扎实稳步推进。

围绕发展生产，切实加大对农业

的投入。今年，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

支持力度，省本级年初预算中安排小

型水利建设资金2.1亿元，比上年增加

2000万元，重点支持山区 “五小”水

利、高稳产农田配套水利设施、抗旱防

汛等项目；安排与中央配套的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1.1亿元，重点用于粮食主

产区中低产田改造和中型灌区建设；

在国有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一定比例

的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以及积极

协调烟草等行业筹措以工补农资金，

增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

时，省本级年初预算安排农业产业化

项目资金4000万元、优势农产品基地

建设资金 3350万元、冬季农业开发资

金 1000万元、畜牧产业发展资金9200

万元、 林业产业发展资金 1 198万元、

生物资源开发创新资金 1600万元、花

卉产业发展资金1000万元和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200万元，重点用于

巩固提升烟、糖、茶、胶等优势产业，

做大做强畜牧、林业等传统产业，加快

发展花卉、蔬菜、马铃薯等特色产业，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和集约化程度，将

农业优势体现为农民增收。省级财政

还安排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资金3000

多万元，用于促进农业新科技的开发

利用，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挖掘农

业增收潜力。

抓住难点环节，大力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云南财政把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作为支持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加大投入

力度，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今年，

省本级年初预算安排扶贫资金 5.1 亿

元，比上年增加6000万元，增量重点

用于扶持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贫困群众，

同时继续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以整村推

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产业开发为

重点的扶贫攻坚，为建设生活宽裕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铺平道路。把大规模

村容村貌整治列入重要日程，省级财

政继续大力支持全省农村饮水、 能源

等工程，并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以

500个村为突破口，采取政府引导、群

众为主、社会帮助、整村推进的方式，

科学规划，实施改路、改水、改厨、改

厕、改厩等“五改”工程，逐步改变乡

村面貌，建设清洁卫生乡村。安排3.7
亿元，帮助10万贫困农户告别茅草房、

杈杈房。高度重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省本级财政增加安排 2.1亿元，

将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从 20

个增加到 32个，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

标准分别提高到人均20元，资金重点

向困难地区倾斜。加大对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的投入力度，省本级财政增加

安排 1亿元，对全省 120万特困群众实

施救助，将农村 14万“五保户”全部

纳入保障范围，补助标准从每年500元

提高到 720元。

立足素质建设，促进农村人力资

源开发利用。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

央地方分担、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

为主”的改革思路，加快建立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省级已经落

实应承担的相关配套资金，包括在年

初预算中增加安排1亿元，用于在全省

范围内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

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

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着眼于促

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省级财政安

排 4800万元资金，结合中央补助的资

金，支持“阳光工程”等农村劳动力培

训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增强

进城务工和经商的技能，促进劳动力

转移，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增加农民非

农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推进综合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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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建设。云南省已经全面取消农业税，

进入了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

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综合改革试点阶段。全省确定两

个州市为先行试点地区，其他 14个州

市分别确定 1-2个县全面推开改革试

点，在继续推进撤并乡镇和精简乡镇

行政事业机构和编制的基础上，狠抓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强化农村基

层政权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促进农村民主

管理进程，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

障。针对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力格局

变化较大的实际，以“激活基层，打牢

基础”为目标，完善省、州（市）、县、

乡四级财政管理体制，持续加大对基

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巩固县乡财政解

困成果，进一步促进各地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跟

踪监督，切实落实好“三免两补”等激

励约束措施，规范县乡财政管理行为，

坚决制止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大力压缩“人车会话”等一般性支出；

督促县乡切实加强债务管理，从源头

上防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为逐步从

根本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创造条件。

通过新一轮改革，完善农村上层建筑，

从根本上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体制

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建立新型农村

管理机制、 农业运行机制和公共财政

保障机制，为农民增收减负创造制度

环境。

注重引导功能，积极创新财政支

农机制。新农村建设涉及“三农”的方

方面面，资金需求量大，在努力提供公

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的同时，还要不

断完善和丰富财政支农手段，充分依

托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通过发挥财

政资金和政策的引导作用，激活农村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建设新农村的热情，

形成农业投入多渠道、稳定增长机制。

今年，云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将进一步

落实对农特产品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优惠政策，实施和完善粮食直补、良种

补贴、化肥补贴、农机具补贴、退耕还

林补贴等补贴制度，加大对农业发展

的引导力度。开展整合支农资金的试

点工作，以农业发展规划为基础，以主

导产业和重点项目为纽带，改变部分

支农资金分散、低效的状况。运用财政

贴息、补助、奖励等手段，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改善投资环境，构筑新型

的投融资平台，引导民间资金、信贷资

金和企业资金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

入。在每年投资为农民办一至两件实

事的基础上，对农民通过“一事一议”

自发筹资筹劳的公益性事业项目，按

照筹资额的一定比例进行“以奖代补”

试点，以“民办公助”的形式，调动农

民发展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对较为贫

困的地区，可适当提高奖励标准，减轻

农民负担。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资金

分配和监管制度，加强跟踪问效，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抓紧建立农业投入绩

效评价制度，为政府加强农业宏观调

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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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予”上下功夫  

全面推进农村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宁夏回 族 自治区财政厅厅 长 陶 源

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真贯

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

在“多予”上下功夫，把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现代农

业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全

面推进农村的发展。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

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力保障。

“十一五”时期，宁夏财政在做大财政

“蛋糕”的基础上，将按照存量适度调

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继续优化支

出结构，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

的投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

增长机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

范围。在存量上，重点是促进教育、文

化、 卫生和社会保障向城乡统筹方向

发展；在增量上，新增财政支出要向

“三农”倾斜，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

资要主要用于“三农”，耕地占用税新

增的税收主要用于“三农”支出，逐步

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

比重，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用于 “三

农”的国债资金。2006年自治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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