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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的 “ 阳 光财务
单巍全  杨国生  李 霖

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一年前，江西省新余

市辖区内 30 个乡镇办的 396 个村（居）

委会同步启动了以 “村财乡代理”

为主题的村级财务管理改革。尽管

这一年波澜不惊，但 “阳光财务”

已悄然洒入乡间村里。

村委会里没会计

老肖当了 23 年的村委会会计。

而今，他和其他村的同行一样已不

是村会计了。新余市政府转发的

《关于对全市乡村两级财务实行会

计集中核算和代理的意见》明确规

定了 “三取消”、“三保留”，尽管村

委保留了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财

产支配权，但头一项取消的就是村

委会的会计岗位，然后是取消原有

的银行账号和会计账簿。去年 7 月 1

日那天，全市取消村委、乡镇事业

单位的存折、信用卡和账号 1 3 2 1

个。老肖笑着说：“没了账号和会

计账簿，那还算个什么会计”。
但村委会的老会计们大多仍留

在财务岗位上，现在他们的身份是

报账员，负责审核凭证 、登记台

账、督促税费上缴、保管凭证账表

等，当然，最重要的是票据送审和

报账。老肖说：“事还是那些事，

账其实也还要记，只是现在做事有

了不一样的 程序。” 老 肖的 语调

里，听得出有个不太习惯而又十分

重要的词—— “程序”。

签好字的发票遭“拒付”

新余市《会计集中核算和代理

实施细则》把全市各村委和乡镇事

业单位财务工作纳入了新程序。原

始票据须经报账员初审、领导签

字、民主理财小组加印、乡会计核

算室审核后方能入账。新程序并不

复杂，仅仅是多出了集中核算这一

环。然而正是这关键一 环，使原有

的财经纪律和制度陡然增加了刚

性。湖泽镇会计核算室曾在不到 5 个

月的时间里拒付已签字的发票 1 9

次，合计金额 951 4 .6 元。票据不规

范的，拒付；没有履行民主理财手

续的 ，拒付；用途违规的，拒付。

现在，随着 “程序” 被村干部们一

点点熟悉起来，“拒付” 也越来越少

了。近几个月来一 直未签 “拒付”

的核算会计小陈对此很满意：送审

的支出中规中矩 ，减轻了工作压

力，提高了工作效率。老乡们听说

“拒付”的事挺高兴，说村里的账早

该扎实管管啦。支书老胡其实也挺

理解：以前做了明白账别人说你不

明白，现今不明白的 “拒付” 了，

不怕人说三道四 ，做事更放得开

手。报账的老会计们也真切感到一

种解脱：以前想说又不好说的，现

在只需提个醒：“核算大厅里怕是

过不去吧……”

四门敞开的核算大厅

走进鹄山乡政府院子，远远看

到核算大厅的招牌下四门敞开，大

厅里外一 派的日丽风清。核算大厅

配备了微机和上级统一配发的财务

软件 ，不仅录入快，而且方便查

阅。老乡真要对村里的账不明白，

只要办好手续，到大厅一点鼠标也

就一目了然。

乡镇核算室和核算大厅独立于

村委之外，是财务管理新体制的关

键一 环。为此，核算室和大厅的建

设得到格外重视。一是制度建设。

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监察局三

家共同拟制了关键岗位职责、主要

制度规定和业务流程图。县区 、乡

镇结合实际充实细化。二是队伍建

设。按统一 标准从乡镇现有在编在

岗会计人员中择优选调，提前 3 个

月到岗强化培训。三是软硬件建

设。市财政统一政府采购，分级负

担经费为大厅配备了微机，专用财

务软件也由市财政统一配置，各类

账表、凭证均统一 规范。核算大厅

单独挂牌，实行开放式或拒台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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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墙上制度规定、业务流程 、服

务承诺、职责和纪律一 应俱全，公

诸于众。

鹄山乡核算大厅内设三个专

柜，分片负责 1 3 个账户的集中核

算。各村委按划定时间集中报账，

其他时间大厅正常开放，非值班人

员则下村调研或指导业务。承担核

算室和核算中心业务后，乡财政所

人员编制一 个未增，而完成的业务

量增加了数倍。晏所长的体会是：

流程规范、微机运用、强化培训、

财会工作效率倍增。

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

《会计集中核算和代理实施细

则》对账户设置 、收入管理和支出

管理作出了同样严格的规定，有明

白人说道：这不就是统管收支，一

个口子进，一 个口子出嘛！也有不明

白的说：找点项目资金不易，都放

在一个口子里管着，办点好事也太

难啦。

议论归议论，执行起来可不含

糊。村委签订的每份经济合同都必

须到核算室盖章备案，每一 笔自筹

收入都必须统一使用 “财政收款收

据”，进入村委在核算中心的唯一

账号。核算中心严格管理财政收

据，将各单位的账号统一 汇总编印

成册，工作人员人手一份。凡是涉

及册外账号的收 、支票据一 律从严

审查，一 追到底，严格查处账外收

支和坐收坐支。“口子” 扎紧了，村

级资金纳入体内封闭循环的轨道，

坐收坐支、截留挪用和贪污的现象

也就大大减少了。
春节前，村小学的领导们商量

着为老师搞点年终福利，可又担心

开不出收据入不了核算中心的账。

合计再三，年终福利还真的只能就

米下锅了——老师们拿着 5 0 0 元年

终福利说，真是 “一 口子” 管住了

一大家子。

贴上墙头的明白账

村务公开的日子到了，核算会

计们带着将要公开的村级账表走向

四里八 村。

壮牯在村务公开栏前站了好一

阵 ，看看还在忙着的村支书和主

任，扯开嗓门大声问站在旁边的乡

会计：那个 “完成财税任务借债”

是怎么回事啊，哪有那么多？乡会计

虽年轻可业务熟： “早几年村里打

工的、外出的、困难的人家欠了农

业税 ， 支书 、主任私人借钱垫上

了。国家的税是交足了，可干部垫

的钱也该上账吧。你们村有 5 7 9 0 8

元，核过的花名册上有数，要不你

也看看？”

想到自家兄弟打工那几年是还

欠着税、费，壮牯赶到弟弟家，有

人听他喊了句：公开栏边看看去，

欠着老大个人情呢！

明白账贴上了村头墙上的公开

栏。过去的公开有人说是 “两头糊

弄”，而今可是核算室的会计带账

下来，他和村里谁也不沾亲带故，

自然也说不上偏谁向谁。修桥补路

的公益支出是多少、派饭招待花了

多少、村干部补助领了多少，一清

二楚。看明白了村里花了什么钱、

办了哪些事，老乡们见了干部，自

然也就多了些笑脸，招呼声也亲近

了许多。

村里的钱该怎么管

会计集中核算和代理是村级财

务管理的一次革命性变革，让 “村

官” 们接触到一些全新的、以前被

忽视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也让人进

一 步深思：村里的钱该怎么管？

一是代理委托。不少村的当家

人直至签订《村级账务代理委托协

议书》时，才开始注意到 “代理委

托”。而此后的 “拒付”、“打回票”，

更进一步提示了一个被忽略已久的

事实：村里的钱并非村委的钱。村

委也是受村民 “委托”“代理” 管

财，当然应该接受监督。强化民主

监督和村务公开，在一 些乡镇进一

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是第三方理财。同是村务公

开栏，以前村民感到 “不明白”，干

部感受到的是 “不信任”，而乡会计

核算室在事实上成了独立于本村利

益冲突之外的 “第三方理财” 人。
现在，核算室定期提供村务公开的

财务信息，群众感觉 “清楚” 多了，

干部感到 “清爽” 多了，干群关系

自然也就和谐融洽多了。

三是集中核算管理。村里原本

就有会计，可 “核算” 和 “管理”

却因地因人因时而异。改革之前，

不少村委会计承担的只是最原始的

记账职能。会计集中核算和代理，

使乡核算室基本实现了对村级收支

总额平衡的控制，村级会计核算开

始超越记账职能，日渐成为有力的

核算管理工具。
“一 个口子对外”、“收支两条

线”、“资金封闭式运行”，原本是行

政事业预算管理的概念，现在开始

进入乡间村里。这恰好说明，新余

市历时一 年的村级会计集中核算和

代理改革，并没有终结 “村里的钱

该怎么管” 这一话题。管什么、如

何管、如何发挥会计集中核算和代

理的最大功效？市、县（区）、乡、村

的同行们，在交流中又多了一些热

门的话题：一是比照正在实施的财

政部门预算，村级财务是否也应逐

步实行分类核算下的年度收支计划

管理。二是以乡镇为单位，依托会

计集中核算与代理，能否实行村干

部补助分类定标，统一 代发。三是

对一事一 议项目下的公益事业工

程、管理费用项目下的购置费等大

项村级开支，能否试行集体招标采

购。四是如何引导房、地租等集体

收入较多的村（居）委，合理使用富

余资金，壮大集体经济，兴办公益

事业，增加公共福利。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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