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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拿出 3 0 亿为县乡 财政解困

今年新疆财政将投入 30 亿元资金，用 于解决县乡财

政困难，巩固农村税费 改 革成果。
今年是 全 面 取消农牧业 税的 第 一年 ， 为 防 止 “三

乱” 反弹 ，新疆加大 了 对县乡财政资金的 支持 力 度。今

年 用 于解决 县乡财政困 难的 资金数额较上 年净增 1 0 亿

元。这次投入的 30 亿元资金中，有 27 .7 亿元将专门 用 于

对人均财 力低于 2.1 万元的 69 个县 市进行 转移支付补助。

此外 ，新 疆 还将 进 一步加大 对县 乡 财 力 的 支持 力

度。今年新疆 财政本级可向 地县 财政下放财 力 2.9 亿元，

将 乡镇一级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的 5 0 % 转移 支付

到村一级，总额为 1 .2 亿元。逐步建立转移 支付长效机

制 ，力 求实现县 乡 财政最低财 力保障 ，确 保不 增加广 大

农牧民的 负担。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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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 ，规范中小

企 业发展 专项 资金的 管理，陕 西省 日

前制 定 了《中小 企 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

理暂行 办 法 》。
依据该 办 法的规定 ，符合条件的

中小 企 业 ，可向 财政部 门 和 中小 企 业

管理部门 申请无偿 资助 或贷款贴 息。
其中企 业技术创 新 、新 产品 开发 和 以

自有资金为 主投资的 项 目 ， 一般采取

无偿 资助方 式；企 业 以 银行 贷款为主

投资的 项 目 ， 一般采取贷款贴 息 方

式。中小 企 业服务机构 开展有关促进

中 小 企 业发 展 的 服务 业 务 所发生 支

出，采 用 无偿资助 方 式予以 补 助。申

请专项 资金无偿 资助 的 额度 ，每 个项

目一般控制在 30 万 元以 内，无偿资助

资 金 不 超 过 企 业 自 有 资 金 投入的

50 % 。中小 企 业申请专项 资金贷款贴

息的 额度 ，根据项 目 贷款额度及人民

银行公布的 同期 贷款利 率确 定。每 个项 目 的 贴 息期 限 一

般不超过两年 ，贴息额度 不 超过 80 万元。
资金的 申请审核 由各 市区财政局和中小 企 业 管理部

门 负责，省级部 门 负责省 属企 业资金的 申请审核。陕 西

省财政厅和 工业 交 通 办公室对申请项 目进行评审，符合

项 目的 先预拨 70 % 的 资金，项 目验收合格后 再拨付剩余

3 0 % 资金。对符合扶持条件的 企 业，市级财政部 门要在

10 个工作 日 内将 专项 资金拨付到位。对弄虚作假、不 按

规定使 用 专项 资金的 ，项 目 因故中止的（ 不 可抗力 因素

除 外），省 财政厅 将收 回 全部资金。
（ 本刊通讯员 ）

财经资讯江西财政 60 0 0 万元激活
农村文化市场

今年 ， 江 西省将安 排 6 0 0 0 万 元 乡 村 文 化事业 专项

转 移 支付 资金 ，用 于购 买 文化产品 ，为 广 大农村群众送

去歌舞 、戏 剧 、电 影等文 艺节目 ，并 支持农村 开展具 有

地方 特 色、健康向 上的 文体活动 ，丰富农民的 业余文化
生活。

江 西 省 财政厅 按照 “政府 出资、 市场运作 、乡镇搭
台、农民 看戏” 的 思路，由 省 财政安 排 资金，按照 市场

经 济规律要求和 竞争的 原 则 ，向 文 艺团体和电 影公司购

买 演 出和电 影，免 费让农民群 众观看。
为保证资金有效使用 ， 江 西 省 财政厅、文 化厅制 定

了 资金使用 的 实施办 法，今年安 排 6 0 0 0 万 元进行 试

行。根据 乡镇农村人口 数量 ，对 全 省 1 4 0 0 多 个 乡镇按

3 -5 万 元的 标准，由省 财政逐级下 达资金控制 额 度到 乡

镇 ，专项 用 于 乡村 文化事业。各 乡镇政府根据 财政安排

的 资金额度 ，在文化部 门 帮助 指 导下 ，购 买 演 出和电 影

等文化活动 ，保质保量地组织 安 排 好各 种 演 出、文 体 活

动和比赛。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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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财政对民办教育

给予经费补助
为 充 分调 动社会力 量参与 办 学的 积极性， 日 前浙江

省 绍兴县出 台《关 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 办教育发展的

意见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 多种形式创 办非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鼓励公办 学校与 民 办 学校在自愿和 互 惠互 利的

基础 上 ，以 多种形式 开展合作 办 学、办班活动；大 力鼓

励和扶持本地的 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 特 别是

公办 学校和公办教师创 办规范的 民 工子女学校。
对 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和 高中阶段（含职高、中专 ）

并轨生超过 50 0 人的 民 办 学校，以 及公办 学校和公办教
师创 办的规范的 民 工子女学校，由 县 财政按公办 学校生

均公用 经 费标 准给予适当补 助。从 20 05 年起 3 年内，对

民 办 学校教师 实施人员 经 费补 助。按义务教育阶段本县

籍在校生和 高中段在校并轨生人数，根据绍 兴县平均 师

生比 核定教师 编 制数，由 县 财政按预算定 额 规定 ，每年

分 别 以 80% 、60% 、3 0% 的 比 例给予经 费补 助。新建、扩

建民 办学校的 建设用地，根据 国 家有关规定及本县的 实

际 情况，统一纳 入城 乡 建设规划 ，在征用 土地和减免 建

设配套等方 面 享受与公办 学校同等优惠政策。县教育 、

财政、审计等部 门 加强 对民 办 学校资产、土地使用和 财

务 管理的 监督。对 于转移 、挪 用 、侵吞学校财产和改变

学校土地、校舍使用性质的行 为 ，依法予以 查处。
（ 潘建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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