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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
本刊评论员

党的十 六 大提出 ，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

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

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

出了 “五 个统筹发展”的要求。这不仅是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而且是党和政府在解决 “三

农”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同时也为做好新时

期财政支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从国家财政来讲，贯彻好

党的十六 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彻底改 变过去财

政 支农只是单纯支持农业，农村社会事业主要依靠农民

自 己去办的传统观念，开始朝着打破财政资源配置城乡

“二元” 格局的方向努力。这种转 变无论是对完善公 共

财政体制框架，还是有效解决 “三农”问题，促进国民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目

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必须切实解

决好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上，要统

筹考虑城乡发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和财政 支出结构，

加 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逐步减轻农

村居民的税费负担，实现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公 共财政所

提供的公共产品、公 共服务和承担均等的税收义务。二

是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上，要统筹考虑农业、农

民、农村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要促进农产品的有效供

给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

的现代化 生产经营和有效供给；而且要拓宽农民增收 渠

道，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要逐步加 大对农村

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把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逐步纳入公共财

政的支出范围，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让公共财政阳光逐步照耀农村，促进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需要立足 当前，着眼长

远。从长远而言，就是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加 快城市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

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作为财政 支农的政策着

力点。综合运用投资、补贴、贴息、税收等手段，实现

财政资源在城乡和农业、农村两个方面的综合平衡、合

理配置，逐步形成系统、科学、有效调节的财政支农政

策体系，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当前来

说，最主要的是要围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确保国 家粮

食安全、深化农村全面改革三 大任 务，认 真贯彻 党中

央、国务院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是进一步深化农

村税费改革。按照中央统一的政 策要求，根据各地 实

际，制定切 实可行、细致周详的实施方案，确保取消农

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减免的顺利 实施，确保农民真正受

益。二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各级 财

政部门要把支持粮食生产作为财政 支农的一项 非常重

要的工作来抓，认 真落实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和粮食

良种补贴政 策，要按照中央 1 号文件的要求，整合资

金，集中力量，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综合开

发资金、农业科技资金按照粮食产业布局，合理统筹，

集中用 于粮食主产区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优良品 种

和种植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同时，要统筹考虑粮食主

产 区的经济发展、粮食产品 的加 工 转化 和粮食生产的

规模经营，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要

在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各项粮食生产政 策的同时，认 真

研究粮食生产政 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

探索，创新措施，妥善解决。三是着力促进农民增加收

入。要把促进农民增收 当作今后一段 时期内财政 支农

的中心 工作，千方百计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在充分挖掘

农业、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努力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逐

步形成农民增收 长效机制方面下功夫。积极推进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支持农业产 业化 经营和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加 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和就

业技能培训，认真落实进城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创造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良好环境。四 是加 快公 共财政覆

盖农村步伐。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推动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 助制度建设；要将农村

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范围，在继续实施 “以 县为主”

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各级 财政部门共同承担起保障农

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中央、省和地（ 市）级财政要

继 续通过转移支付，增强财政 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

保障能力。要全面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 支出主要

用 于农村的政策；在合理调整乡村教育、卫生等布局的

基础上，认真落实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国债资金）向农

村倾斜的政策，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

生产 生 活 条件 ，为 农民增收 打造良好 的基础设 施 环

境；通过增量调整和加 大转移支付力度，加 大对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

支持力 度，提 高农村公 共产品 和公 共服务的供 给水

平，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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