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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财政实施 “三奖一补”

缓解县乡 财政困 难

日 前 ，财政部 出台 了《 2 005 年中央 财政对地方缓解

县 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 办 法》，规定 财政困难县税收 收

入增加有奖；撤并 乡镇、精 简人员有奖；产粮大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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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财政对 2 0 0 4 年财政困难县政府增加税收 收 入、

省 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 财 力性转移 支付 将按照 一

定的 系数，并考虑各 地 财政困 难程度给予奖励。财政困

难县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的 奖励系数为 0 .3 ，省 市级政府增

加对财政困难县 财 力性转移 支付的 奖励系数为 0 .2 3。对

各地 20 04 年县 乡政府精 简机构 和人员给予一次 性奖励：

撤并 1 个 乡镇 奖励 5 0 万 元 ，精 简 1 人奖 40 0 0 元。省级
财政要将 奖励资金兑现到县。此外，中央 财政对产粮大

县 的 奖励将按照 已 经 出 台的《 财政部 关 于印发中央 财政

对产粮大县 奖励办 法的 通知 》执行。
为体现公平，中央 财政在对 2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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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困难做得好的 地 区也给予补助。对 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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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中央财政根据超出的 额度按照 0.3 的 系数给予补助。
省财政要将补 助 资金继 续 用 于缓解县 乡 财政困 难。对机

构精 简进度较快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有力的 地 区 ，中央

财政按照 2 0 0 0 年至 2 0 03 年县乡政府撤并 乡镇的数量和

精简人数给予一次性补 助 ，分 3 年到位。撤并 1 个 乡镇

补助 40 万 元，每精 简 1 人补助 3 0 0 0 元。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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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政与审 计联手打造

“ 透明 财政”

为 确 保纳税人的 每一分钱都花得明 明 白 白 ，不 被挤
占 、挪 用或损 失 浪费，日 前 ，北 京 市财政局 和 审计部 门

联手打造 “透明 财政”。今后 ，财政每拨付或收入一笔 资

金，都会随 时反馈到 市审计局。市审计局 可 以 通过登 录

财政国 库 集中支付信息 系统，查看各预算单位的 每一笔

支出信息，实现对预 算单位支出情况 和 财政资金具 体流

向 的 实时监控。同 时，还可 以 对相关数据与资料进行 分

析，根据具 体情况，开展深层 次审计，有效地避免预算

单位违规提取和使用现金、随 意改 变资金用途 、违规向

本级或 上 下 级基 本 户 划款等行 为发 生。两 个 系统的 对

接，可以 使审计监督 关 口 “前移”，由现行的 事后 监督 变

为事中监督 ，进一步提高监督效能。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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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廊实现资金清算 “三方联网 ”

近日 ，河北廊坊市与 北 京市、天 津市 实现资金清算

“三方联网”，京津廊三方 可在同一个交换平台上，在不 同

地点 同时清分票据。这种三方交换网络相互 融 入、票据细

分到位的 清算模式开创 了全 国跨 区域票据交换的 先例。
近年 来，廊坊市与京、津两市 日 渐呈现出 区域 经 济

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为更好地服务于区域 经 济合作 ，廊

坊市票据清算中心分 别 于 1 9 9 7 年、1 9 9 8 年 开通 了 北 京

市、天津市票据交换业务，且业务量呈逐年 上升趋势。
但在现行 的 区域 交换模式下 ，廊坊市与 京 津两 市票据 交

换不 能 处在一个对等的 平台上 操作 ，廊坊支票 不 能 在京

津两 市流 通使用 ，导致资金清算渠道环节 多 、在途 时 间

长、企业资金 周转慢，影响 了 区域 票据交换业 务的 进一

步发展。
“三方联网” 后 ，廊坊票据清算中心作为独立 清算机

构 ，具 有与 北 京、天津票据清算中心同等的 清算功 能 ，

廊坊支票 可 以 在北 京、天 津流 通使用。廊坊企 业提交的

票据，金 融 机构 当 日 即可 受理，当 日 即 可参加京津廊票

据清分 ，资金 次 日 即 可到达企 业账 户 ，到账 时 间 比 原 来

快 了 2 至 3 天。这一新模式将大 大提高票据抵用率，加速

企 业 资金周 转 ，有利 于促进京津廊三地 企 业 和金 融 机构

之间的相互 融 合与协作。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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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 年以 来，山 东省积极发展循环经

济，先后 启 动 了 生 态省 建设和 南四 湖、东

平湖及小 清河碧 水行动计划 ，环境 污 染和

生 态破坏加剧 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当

前仍 存在生活污染上升、工业 污染持续的

问题。山 东资源储量少，粗放型 经 济增 长

方式仍 占主导地位，与 国内 外先进水 平相

比 ，资源利 用效率差距很大。
为减 少新环 境 问题的 产生，山 东省将

严格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 评价 ，对严 重影响

生态资源、污染环境 的 建设项 目 ，实行环

保一票否决，以 确保 “增产不 增污” 或 “增

产减污”。同时，将强化对建设项 目的 监督

检查， 实行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 管理属地负

责制 、监督检查责任制 以 及环境 影响 评价

“终 身 负责制”，以 减 少建设项 目 对环境的

污 染。
山 东省确 定 ，到 2010 年基本解决 全省

结 构性污染问题，重点 流域和 区域环境 质

量得到明显改 善，其中 60 % 的 水体 达到水

环 境功 能 区 划标 准，城 市环 境 空气质量达

到国 家二级标准。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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