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注意共建后的管理。资源共

建难度大， 但要达到共享的预期效果

更不容易。因为资源的共享打破了部

门、系统的界限，要适应各方面的要

求， 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将无法适

应。只有依靠 科学管理和科技的保

障，依托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才有可

能解决共建、 共享、 共用的科学管理

问题。也只有管理得好、资源充分利

用得好、效益发挥得好，才能进一步

推进共建工作。

（五）注意尊重客观实际 ，积极稳

妥地推行共建工作。共建是近年来提

出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是一种比较

合理的有效益的投资形式，但还只是

对业务性质相近部门的重点基础建设

性的投资而言。虽然资源共建前景很

广阔，比如各类行政机关间的信息网

络建设、 会议接待后勤服务设施、 司

法鉴定仪器、 医院学校科研机构间的

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均可组织共建，

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尊重客观

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考虑各部门的

特殊性问题，在尽可能地协调解决好

各部门间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进行

共建工作，注意防止在共建工作中脱

离实际的盲目性， 以及在条件不允许

时强硬推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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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 期 财 政 扶 贫工作

要努力 开拓 新思 路

李 扬

我国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的实

施，使全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基本实

现了整体脱贫的目标，告别了绝对贫

困。现在， 扶 贫工作已进入了巩固

“八七” 扶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贫

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目

前，财政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许多新问

题，必须开拓思路，寻求新的对策。

1.扶贫攻坚的整体步调不一。一

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一些乡镇

干部存在好大喜功 、 急功近利的思

想，忽视了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提出了所谓的 “速战速决”， 下

达不切实际的硬性指标。把扶贫重点

只放在一时的脱贫目标上，一味追求

短期效应，以至于出现虚 报脱贫指

标， 骗取扶贫荣誉的现象。二是一些

贫困地区的村民对长期性的扶贫工作

产生了等、 靠 、 要思想，认 为靠本

地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无望，存在破

罐子破摔、 不思进取的思想倾向，有

的甚至对扶贫工作不予紧密配合，认

为扶贫是党的既定方针，政府不扶也

得扶，扶贫款物不给也得给，出人出

力的事与己无关， 要干事必须给钱。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扶贫攻坚的整

体步调不一，从而削弱了扶贫工作的

力度。

2.项目建设存在盲目性。一是一

些地方忽视市场因素，对扶贫项目缺

乏可行性论证，项目建设搞攀比，以

至于同一县市甚至同一乡镇同时建起

多家竹木加工厂、 粮油加工厂，相互

争资源、 争市场，竞相抬价压价，搞

不正当竞争，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浪

费，使企业生产难以为继，停产甚至

倒闭者不乏其例。二是项目建设

缺乏连续性。当前，群众还未真

正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扶贫项

目的申报和实施主要由扶贫工作

组负责。由于工作组一年一换，

各工作组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上扶贫项目时，往往标新立异，

各自为阵。如某地 1998年至2001

年 4 年间投资兴办了四 个项目，

第一年建板栗基地，第二年搞山

羊圈养，第三年办手套厂，第四

年发展食用菌，每个项目虽然都

办起来了，但只能停留在小打小

闹上，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三

是基础设施建设起点低，质量不

高。例如公路建设，有些地方虽

然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但这些

公路绝大部分是一些简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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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没有硬化，两边也没有护坡、排

水等配套设施，一遇雨季，就会造成

路面坑坑洼洼。四是多种经营建设规

模小、效益差。由于扶贫对象是村组

和农户，扶贫项目建设也基本上是以

村和农户为单位，而各县市扶贫办在

实施多种经营项目时，大都采用的是

统一集中购苗，然后将其平均分配到

各贫困村， 贫困村再平均分配到农

户，这样，项目是建起来了，但项

目区分散，同一品种不连片，不同品

种混杂在一起，既不方便管理，又形

成不了规模效益。
3.财务管理不规范。财政扶贫资

金应实行专人、 专账、专户管理，但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少数县市将上级

专款不建账，将其与事业费混在一起

使用，只做拨款备记记录。资金拨付

没有统一规范的程序，中间环节较

多。在县市一级，以工代赈资金往往

由县财政拨至县计委，再由县计委拨

至项目区；对于财政扶贫资金，有的

县市采取由财政拨付到扶贫办，再由

扶贫办拨付到项目单位的程序，有的

县市则通过财政局到财政所再到项目

单位的渠道安排；至于老区建设资

金，目前基本上实行省、 市 、 县扶

贫办一条边的拨付办法。显然，这种

政出多门的资金拨付程序不符合财政

扶贫资金管理的要求，资金拨付环节

多，资金在途时间长，容易滋生腐败

和违纪现象。
4.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一是资金

使用过于分散。按现行的扶贫政策，

一般采取将资金平均分摊到各贫困村

的方法，实际上用到项目建设上的达

不到 95 % 。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一
方面加大了项目建设成本，另一方面

形成不了规模效益， 资金使用效率大

打折扣。二是重投入轻管理。扶贫资

金拨付后监管乏力，有些乡镇将其抵

扣财贸任务等款项，导致一些扶贫项

目建设成为 “半拉子” 工程。三是

县级扶贫资金到位情况不佳。扶贫资

金基本上都是跨年度使用，一方面是

由于省级下达年度扶贫资金时间较

晚，各地来不及当年拨付；另一方面

是由于部分地方县、 乡级财政普遍比

较困难，资金调度存在问题，从而影

响扶贫资金到位率。四是重检查，轻

处理。一些检查单位往往热衷于对扶

贫专项资金的检查，但检查过后往往

只作抵减下年度拨款或给予一定的经

济处罚等处理就算了事，对违纪单位

和责任人则疏于行政或纪律处罚。

目前我们的扶贫任务还相当艰

巨，在一些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

口没有完全脱离贫困，而且由于近几

年连续出现的大旱、大涝等自然灾

害，严重损害了现有农业基础，并使

一部分人返贫。我们必须站在农村稳

定和发展的高度，正视新形势下扶贫

工作的新问题，打破部门界限，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全新的思维，创

造性地开展新时期的扶贫工作。
1.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投入力

度。一是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要按高起点 、 高规格、 高

质量的要求加强公路建设、水利设施

建设、 当家地建设，切实解决贫困地

区行路难、吃水难、吃粮难的问题。

二是要切实加大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的扶贫力 度，治贫与扶智相结

合，提高资金投入比例，促进贫困地

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全面

提高。三是加大产业化项目建设。推

行公司加农户 、 厂（场）加农户、 能人

加农户的模式，推进贫困地区农业生

产产业化经营， 实现农产品转化增

值。

2.创新扶贫工作模式。一是创新

扶贫思路。要变输血救济式扶贫为开

放开发式扶贫，变一刀切为因地因户

制宜，变平均分配为重点扶持， 变传

统的被动式扶 贫为积极的参与式扶

贫。二是引入竞争机制。要在贫困乡

镇、村组和农户之间对项目的需求、

条件、 方案、效益和筹资等情况展开

公开公平竞争，分类排队，择优扶

持。三是落实优惠政策。要不折不扣

地落实农业税收政策，对贫困户的农

业税和特产税实行先减后征或全额免

征，切实把党的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把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要改善贫困农村信贷环境，对经过评

估有效益的项目，信贷部门要主动地

给予贷款，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简化程序，适当放宽扶贫项目的

贷款条件，不受规模限制，延长扶贫

贷款的期限，放宽抵押担保条件等

等。

3.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一
是要实行专人、专账、 专户管理。针

对目前扶贫工作管理部门多，条块分

割、资金分散、 项目趋同的问题，建
议将各类扶贫资金集中在专业银行开

设专户，整合资金优势，对资金运行

渠道实行财政——项目单位封闭式的

单线直管，资金只对项目单位，不通

过项目主管部门中转，这样既减少了

拨款环节，又避免了挤占挪用。二是

加大对扶贫资金使用去向、使用效益

的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要按 “共同考

察 、 共同评估 、 共同申 报、 共同审

批 、 共同验收” 的原则， 参与扶 贫

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并实行资金的跟

踪问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切

实推行扶贫资金报账制管理制度、集

中采购制度、公示制度，提高扶贫资

金公开化和民主化程度；四是加强审

计督查工作， 要加大审计监督的力

度， 并制定违规处罚条例， 建立经

济、行政、法律三管齐下的责任追究

制度。

（作者单位：湖北省咸宁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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