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镇 ）长离任审计制度，约束乡

镇领导任期内的财政管理行为，对

离任的干部，不仅要审计其负责的

已完成项目，还要审计其已经决策

但尚未完工的项目，并将考核、审

计结果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4. 加强财源建设、开辟新的财

源。首先，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走“贸、工、农，产、

供、销” 一 条龙之路，发展创税型

农业，夯实基础财源。其次，发展

非农经济、开辟新的财源。乡镇企

业是农村经济腾飞的主力军，也是

乡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乡镇政

府应帮助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

加快其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其竞争

能力。同时扶持生产型、科技型个

体及三资企业大户的发展，以增加

乡镇收入中的个人所得税和外资企

业所得税收入。另外，第三产业受

资源约束小、投资少、见效快，在

营业税大部分划作地方收入后，应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乡镇财政

固定收入。通过巩固提高基础财

源，发展壮大主体财源，培植涵养

新兴财源，逐步建立协调的乡镇财

源新格局。
（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都市财

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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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辖六区一市三县，在 5 6 9 万人口

中，360 多万在农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经

济欠发达，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2004 年

初，济南市财政局组织的农村经济及社会状

况调研组走访了 9 个区县的 125 户农民家庭以

及全部敬老院和部分卫生院，从中发现，农

民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是生活状况十分贫

寒。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保向

农村延伸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城市保障的同

时，实施了农村社保救助计划。

特困农民绽出了笑脸

“过去只有干部、工人能够享受的，俺

们农民也能享受了，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

啊！”商河县一位 60 多岁、享受保障资金救助

的农民高兴地说。为使全市特困农民得到救

助，济南市财政部门确定，每年列出一笔专

门用于农村救助的资金。在既没有上级文件

规定，又没有经验可取的情况下，能否把钱

用于救助农民呢？济南市财政局认为，农村社

保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对特别

困难的农民理应该予以救助。因此，在统一

思想的基础上，实施了以下方案：第一，确

定低保救助的范围。主要有六类人员享受低

保：一是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

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造成生活特别困难

的；二是常年患重病，无法劳动，家中又有

上学子女而致贫的；三是身体残疾、智力低

下，一家 2 - 3 人都有残疾的；四是有精神障

碍且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五是因天灾人

祸及其他原因致贫的家庭；六是其他符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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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条件的人群。第二，确定低保标准。各县（ 市 ）区财政部门根据本地经

济实力和生活水平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保障标准，通过县（区 ）乡镇、村

三级分担比例款物，采取现金和实物救助相结合的方法，对特困家庭实施

基本生活保障救助。截至 20 0 4 年底，历下区、章丘市、市中区、平阴县

等已按比例落实到位。历下区把原来由区、乡镇、村三级分担改为区、乡

镇两级按 5：5 比例分担，低保标准提高到 1 200 元 / 年。其他县（ 市 ）区

的低保标准与此类似。第三，不断扩大低保范围。凡是具有本市户口，上

年度家庭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县（ 市 ）当年农村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民，均纳

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救助机制，开展

以医疗、住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救助，使那些因上学、疾病等致贫

的家庭得到及时救助，全市 24075 名享受了低保救助的农民绽开了笑脸，

称赞政府办了一件大好事！

农村敬老院供应“肉蛋奶”

“如果不是和俺们农民有感情，俺做梦也不会享受这么好的生活”，走

进济南市每一个乡镇敬老院，老人们都会这么说。200 4 年初，济南市财政

局社保处在走访农村敬老院时了解到，部分敬老院由于资金少，设施简

陋，老人的生活标准低，许多乡镇由于经济不发达，拿不出资金让敬老院

改善生活，有的敬老院一个月，甚至二个月吃不上一回肉。老人们只图能

吃饱饭，不计较饭菜的质量。为解决乡镇敬老院的实际困难，市财政局对

农村敬老院老人制定实施了 “一一二”计划，即：从 2 0 0 4 年起，每位老

人每天必须供应一包奶、一只鸡蛋、二两肉。市财政筹措资金 1 41 万元，

由各县（市）区组织实施。使全市 93 个乡镇敬老院的 2518 位老人享受到

了党和政府的温暖，生活质量大大改善。

市县托管乡镇卫生院

“看病难，看大病更难”，这不仅反映出农民手头钱紧，支付不起较大

的医疗费用的问题，还反映出奔波百里，甚至几百里找大医院看病，造成

延时、跑路、多人陪床等让农民苦不堪言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济南市

财政局社保处组织人员深入到十多个乡镇卫生院调研。了解到：由于管理

体制不顺，资金投入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等原因，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简

陋，农民患小病到村卫生室就诊，稍大点的病就往县、市大医院跑。在市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济南市财政局提出了市县医院托管乡镇卫生院的思

路：市县医院承办乡镇卫生院，土地无偿划拨，资产全部移交，承办后的

乡镇卫生院享有原有的一切权益。人员实行聘任制，承办市县医院组织医

务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座诊，这样，患大病的农民再也不用到大医院就诊，

同时，承办医院积极开展群众医疗、预防、保健等，在农村有了广阔的市

场，目前，试点已经初步成功，拟在全市推广。使大医院的人才、技术、

设备等做到城乡共享，在农村有了用武之地，乡镇卫生院扩大了规模，农

民方便了看病。
（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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