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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稳步推进
工资统发

吉林省财政厅工资办

机关事 业单位 职 工 工 资实行统

一发放 ，是关 系到人民 生活稳定、

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件大事，是财政

部门推行 支出管理 改革的切入点。

吉林省工 资统 一发放 管理 工 作经过

编制、组 织、人事、代理银行等相

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各级 财政部门

的共同努力，取得了 长足 进步，收

到明显成效。截至 2004 年 9 月末，

全省有省直和 9 个地区 5 0 个市县

10627 个机关事业单位 55.8 万人实行

了 工 资统 一发放，统发单位 、人数

分别比上年增长 30 % 和 45%。其中

集安、敦化 、榆树、扶余、柳河等

县 市 的 单 位 、人 员统 发 率 达 到

100 % ，长春市、辽源市、延边州和

九台 、长白、和龙等市县统 发 面也

达到 80 % 以 上。

政策到位，确保“三

优先”原则落到实处

各级 财政工 资统 发管理部门把

省财政厅制定的 “优先安排统发资

金，优 先拨付统 发 工 资，优 先兑现

中央统 一规定的 工 资项 目” 的 “三

优 先” 原则摆在首要位 置，专门设

立 工 资统发 管理 专户，千方百计筹

措和调度资金，大大增强 了 财政 工

资统发保 障 力度，努力 做 到 工 资按

时足 额发放 ，保证 了统发人员工 资

不拖 不 欠、当 月 工 资当 月兑现，维

护了 广 大职 工 的切 身利益，使 工 资

政 策落到 实处。
在切 实贯彻 “三优先” 原则的

基础上，各级 工 资统发管理部门把

离退休人员、中小 学教 师和公 检 法

司干警工 资作为统发 工 作的重中之

重，抓紧抓好。截至 2004 年 9 月末，

全省有 50 个市县 13 万离退休人员的

离退休费 实行 了统发，统发人数比

上年增长 2 3 % ， 离退休人员能够按

月足 额 领到 工 资，基本生活得到 了

保障；全省有 46 个市县 30.5 万中小

学教师 工 资实行 了统 发，统发人数

比上年增长近一倍 ， 实现 了 固定工

资按 月发放 和津贴 补贴 集中发放的

有机结合。双辽市由于 乡镇无金融

网点，将 乡镇中小 学教 师 工 资上划

至 市教 育局作 为 一 级 预 算拨 款 单

位 ，在教育局工 资专户开支。目前

有 47 所中小学校 5096 名教职员工 工

资实行 了统 一发放 ，占全市教育 系

统人员的 69 .2% ；全省有 47 个市县

5.8 万名公 检 法司干警工资实行了统

发，统发人数比上年增长 20% ；其中

长春、延边、白 山 三 个地 区所有县

（市）公 检 法 司 干警工 资全部 实行 了

统 发 ， 拖 欠 干 警 工 资问 题 不 再发

生，对增强政权的保 障能力，维护

社会稳定起到 了 积极作用。

强化约束，全面提高

统发工作管理水平

全省各级 财政部门认 真执行 工

资统发 管理政 策，从严把好 统发人

员入 口 关 ，全 面 加 强 工 资统 发 管

理。一是配备得力人员。各地根据

工 资统 发 工 作需要，严 格按 职 能定

岗位 ，按 岗位 定人员，按人员落实

责任 ，基本上做到 了 统发 工 作管理

人员职能 清楚，责任 落 实，目 标明

确 ，保 证 了 统 发 工 作有人抓，问题

有人管，情况 有人报。目前，全省

有工资统发管理人员 140 多人，为开

展工 作提供 了 必要的组织保 障。二

是 清理 “吃 空饷 ” 的 财政 供 养人

员。吉林市在严把入口 关时实行编

委核 编、开户行核 身份证、优抚对

象核 对优抚证的 “三核” 方 法；发

放 工 资阶段 则 深入基层 面对面发 工

资折，核 对出 勤记录、本人工 作记

录；同 时利 用指纹 监测 系统 定期复

核 ，对出国打工 、下海经商、停薪

留职 、患病在家的人员全额领取 工

资等现 象 予 以 纠 正 。据 不 完 全统

计，仅 20 03 年一年，全省各级 财政

部门 清除超编和“吃空饷”人员 1100

余人，节约财政资金近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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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配备必 要的设备和掌握先进技

术。工 资统 发 工 作客观 上要 求记 载

个人工资项目、出生年月 日、参加 工

作时间、现任 职 务以 及上下 两档职

务晋升时间、学历 、身份证号码等大

量信息资料。因此，各市县都配备专

业性 的 工 资统 发软件，建立 工 资统

发数据库，初步实现了统发单位、人

员、工资、职务、学历等基础情况的

动 态管理 ，工 资统 发 工 作质量和报

表质量稳 步提 高 ， 实 现 了 工 资申

报、变动、计算、代扣、拨款、报表、

对账、结算的程序化 管理，工资统发

的准确性 和时效 性明显提 高。

制度先行，不断

实现规范化管理

全省 工 资统 发 工 作从建立 制度

中起 步 ， 又 在 健 全 制 度 中 不 断 完

善，逐步走向规范化 管理。松原市实

行对统发人员在辖 区内流动制度，

“财力随人走”，在职 人员建立 财政

供养零增长管理机制，在职 转 离退

休人员实 行 携 带《 机 构 编 制 管 理

证》的方式。延边州落实 “调查统计

到位 、宣传服 务到位 、协调理 顺到

位”，并定期复查财政统发人员 ，通

过银 行 网 络 及 时反 馈人 员 变 化 情

况。通化 市为 防 止有人弄虚作假 套

取财政资金，设 专人定期对工 资变

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如 发现差错

坚 决 追 查责任 ， 该 扣 回 的 如 数 扣

回。

强化职能，充分

发挥市管县作用

工 资统 发管理是一项 新开展的

工作，各地管理机构各异。白城、公

主岭、抚松、集安等地专门成立了 工

资统 发管理机构；通化 、白 山 、延

边、辽 源 等地 职 能设 在会计核 算中

心 ，配备专人管理；吉林、长春等地

在国库处管理，但各地机构都以 不

同的方式发挥着各 自的作用。通化

市实行上下一盘棋，统一认 识 、统

一管理 ，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互

相借鉴、齐头并进，目前所属县（市）

工 资统 发 面 均 达到 9 0 % 以 上。吉

林、白 山定期召开全地区会议，总

结 和安排阶段性 工 作；辽 源 经常派

专人指导所属县的 工 作，帮助 刚 开

展工 资统发工 作的县 少走弯路。工

资统发管理 工 作队 伍从无到有，从

小到 大，管理 工 作从起步到走向规

范，各市 州发挥了 重要作用 ，做 了

大量艰苦的 工 作。

加强宣传，争取各方支持

几 年来，各级 工 资统发管理部

门从服务、服从于 当 地经济发展，

推动和促进财政 改 革 出发，积极 主

动、千方 百计加 大 宣传 力度， 使 工

资统 发 工 作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良好

氛围。一是积极争取 党委、政 府和

财政部门领导对工 资统 发 工 作的 重

视和支持。开展工 作初期，松

原、辽源、白山、延边州、公

主岭、镇赉等市县政府领导多

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 资

统发工 作，并责成一名政府主

要 领 导具 体 负责；白 城、通

化、和龙、梅河口 、大安等市

县成立了 工 资统发协调组，财

政局 领 导具 体 负责，亲 自 组

织 ，抓好落实，为 工 资统发工

作营造了良好 环境。二是在工

资统 发 具 体操 作上 ， 实 行 编

制、人员公 开，工 资、津贴标

准公 开，代扣代缴执行公 开的

“三公 开”原则。如梅河口 市实

行每月例会制度，不 经过例会

讨论通过 ，不 准进入统 发 范

围。全面 实现 了 工 资统 发各个

环 节的公 开、透明，增强 了社

会、单位 和群众 参与 的 广 泛

性、自 觉性和实效 性。三是 大力 开

展舆论 宣传，通过报刊杂志、广播

电视等多种媒体，采取知识问答、

宣传公 告、专题论坛、财政 简报等

多种形式，为统 发工 作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环境。四 是积极主动向统 发

单位 、统发人员印发征 求意见卡，

征 求意见和建议，查找 工作中的不

足 ，定期反馈整改情况，及 时发现

问题 ，解决问题。通化 市还将工 资

统发工 作作为评比 优 秀窗口 和服务

标兵的主要内容。五 是建立廉洁 自

律责任 制，严格遵守财经 法纪，严

格 按 照 统 发 工 作 程 序 办 事 ，讲原

则，讲政 策，讲方 法 ，严 禁擅自调

整工 资和补贴 津贴标准，认 真查处

各级 各 类举报投 诉，全面净化 了 工

资统 发的管理环境。经过各级 财政

部门的共同努力，全省初 步形成 了

“职 工 积极 主动要求统 发，单位 自

觉自愿加 入统发，部门真心 实意支

持统发，财政全力以 赴推动统 发”

的社会氛围 ，为 工资统 发 工 作的 深

入开展提供 了良好的环 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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