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由 7职减为 3职。虎头崖镇 73个村

平均每村减掉2名干部， 一年减支73

万元，加上镇上补助的 26.7万元， 税

改减收的 1 14 万元基本得以 消化。

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除了

缩减人员，压缩村级支出外，上级财

政部门要加大对村级的转移支付力

度，帮助村级度过难关。安徽陆安地

区舒城县为了解决村级资金困难，对

乡镇 “两税” 附加不足 3万元的村由

县财政直接补助到位。江苏省为了解

决村级资金困难， 规定农业税的 10%

返还村级用于维持运转。山东省从农

业税正税中拿出1个百分点，转化为

附 加，将 农业附 加由 2 0 % 提高 到

40%，作为村级收入。江苏省盐城市

的转移支付更多， 农业税附加和农业

特产税附加全部用于村级开支后，仍

有缺口的，从乡镇农业税、 农业特产

税中划出 10% 的收入，用于困难村的

补助；从中央和省两级转移支付中划

出 15% 的资金， 用于补助村级开支；
对一些困难村，由乡镇负担村定补干

部基本报酬，承担部分 “五保户” 抚

养任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虽

然不是长久之策， 但却是解决近期基

层困难所必须， 否则，村级可能因经

费困难而引发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行

为。

3 .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村级收

入。农村税费改革后，要增加村级收

入， 解决村级经费不足问题，必须大

力发展村级经济。对此，各地应立足

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深化改革、强化

管理来增加村级集体收入。既可搞好

服务，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经济，增加

农业收入，又可采取措施，盘活现有

存量资产。比如，对未发包或承包到

期的 “三荒”、 水面 、 滩涂等资 源

一律实行公开招标、 竞价发标或拍卖

经营权。仅此一项，江苏射阳县增加

村级收入200多万元。集体经济发展

了，村级资产盘活了，不但富裕了农

民，干部的工作也好做了，同时也为

解决村级债务奠定了基础，这是解决

村级财力不足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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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县是河北省重点林区县，地处冀辽蒙

三省区交界处，素有 “燕赵门楣，京津辎辅”

之称，是内蒙古风沙南侵的必经之路，境内五

大河系是辽河和滦河的发源地，全县林业肩负

着 “为京津保水源阻沙源，为农民增资源拓财

源，为辽河流域涵养水源”的重任。多年来，

平泉县在森林资源管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集体林和个体林管护工作难以落到实处，仍

然存在着 “集体难管理，个人管不住，都管又

不管” 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缺乏有

效的管理手段。2001年平泉县105.98万亩公益

林被列入国家重点防护林，纳入国家森林生态

效益补助资金试点范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生

态效益补助资金529.9万元，其中重点防护林管

护资金 370.93万元。为管好、 用好补助资金，

平泉县在实践中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加强领导 ，协调联动

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既是改

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

性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

为此，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把森林资源管

护工作纳入政府行为，层层签订森林资源管护

目标责任状，在人力、 物力、 财力方面全力支

持森林分类区划界定和资源管护工作。县财政

和林业局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多渠道筹

措资金数百万元，投入森林分类区划界定和护

林体系建设。全县抽调 200 名林业技术骨干，

深入各林场、 乡镇村组和山头地块，并组织乡

村干部和林权所有者实地参与，摸清资源底

数， 为科学界定商品林和公益林，划分护林员

管护范围，提供了翔实的外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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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 地制宜， 建立健全护林网

络

如何把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用

在 “刀刃上”， 既能把资源管住管

好，又能保护好林农的切身利益，这

是所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助改革试点单

位共同面临的一道课题。平泉县在准

确界定105.98万亩公益林、规范和稳

定山林权属的基础上，把工作的着力

点放在建立健全护林网络上。

一是组建专职护林 队伍，建立

县、 乡、 村三级护林网络，实行规

范化管理。全县由国有林场牵头，成

立了由林业系统执法人员、林场职

工、林业站工作人员和群众护林员共

同组成的 578人的护林队伍。县级以

林业局和林业公安分局为主体成立护

林总队，乡镇级以林区为单位，以各

国有林场为主体，在黄土梁子等7个

林区分别组建护林大队，村级以林场

作业区为主体组建护林队。县政府对

全体护林人员统一发放护林员证及专

用标志，实行持证上岗。

二是明确护林员职责。每名护林

员负责本辖区内森林巡护、管理野外

用火；制止在规定的禁牧区内放牧和

开垦、 采石、 采沙、采土等各种破

坏森林资源行为；抓好森林病虫害预

测、预报和防治；行使对非法野外用

火的处罚权。所有罚款全部上缴县财

政，赔损款直接交林权单位。

三是护林员实行双重领导，即总

队领导大队，大队领导护林员，同时

护林队伍组织及人员服从同级乡（镇）政

府和村委会的领导，做到密切配合，

协调联动，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护

林总队对护林大队、护林大队对护林

员不定期进行检查和考评，严格 奖

惩，充分调动全体护林员的积极性，

增强责任感。

四是本着政策引导和林农自愿相

结合的原则，层层签订管护协议。县

政府与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签订经营

协议书， 县林业局与国有林场、 集

体、 个人等林木所有者签订管护协议

书，林木所有者与护林员签订资源管

护协议书，将资源管护任务层层 分

解，划定责任区，一级抓一级，一

级对一级负责，真正做到了护林不分

权属，防火不分界线，国营民营统抓

统管。从而大大提高了森林生态效益

补助资金使用效率，使全县森林资源

管护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三）用好 “酵母”， 多元投入

中央财政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助

资金，主要是对制约重点防护林和特

种用途林保护和管理的关键性因素进

行一定补助，是提高森林生态效益的

催化剂，在改善生态环境中发挥 “酵

母” 作 用。

平泉县从加强和规范补助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入手，严格按

照财政部、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效

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河北省森

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的有关规定，将105.98万亩重点防护

林管护费用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管

理，结合各林区资源现状和管护工作

实际，把森林生态效益管护资金按每

亩 1 元的补助标准兑现给林权所有

者，共 105.98万元， 其余 264.95万

元纳入全县护林体系建设统筹安排，

作为专项护林经费集中使用。县林业

局设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专

户，做到专户储存， 专项管理， 专

款专用，封闭运行。全县森林生态效

益补助资金发放实行报账制，严格按

各小班核定的管护面积和补助标准，

经县林业局验收合格，县财政局审核

后拨付资金，硬化审计监督，确保专

项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为充分挖掘

财政补助资金的 “酵母” 潜力， 平

泉县采取多元投入的办法，借助国家

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依托防沙治

沙、封山育林、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

程项目管护费，加快护林队伍建设，

做到资金打捆使用，解决了森林资源

管护的资金投入问题。

（四 ）健金机制 ， 监管到位

一是建立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系

统。一方面，对工程造林和营林生产

全程监测，实行小班地籍管理， 并建

立工程造林的微机档案。另一方面，

根据树种 、 海拔、坡向等生物、 自

然因素设置森林资源监测固 定标准

地，对主要树种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及时掌握全县森林资源蓄积消

长情况。目前，全县已建立了森林资

源数据库、图形库，制作了森林资源

分布沙盘及林相图，达到了小班调查

卡、 现场界定书 、 资源数据库、林

权登记表、外业勘察图、分类经营图

“六统一”， 确保了地类准确，面积

精确，权属明确，实现了森林资源动

态更新，为制定全县林业建设发展规

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是建立科学的营林生产管理系

统。从源头抓起， 推行 “营林林政

一体化管理，两套目标体系双把关，

一处施工作业共同验收”的营林管理

体制，从设计审批到检查验收严格把

关，做到伐前设计 、 伐中指导 、 伐

后验收 “三位一体”，强化森林资源

采伐量、 木材销售量 、 木材加工量

“三总量” 控制，不断完善林木采伐

管理，逐年消减采伐指标，严格审批

程序，防止乱砍滥伐现象发生。与此

同时，强化木材运输管理，实行木材

准销证和准购证制度。全县由林业公

安、 林政、各林区派出所牵头，定

期开展专项治理和集中打击，清理整

顿木材加工厂点，严厉打击野外用

火 、 滥砍盗伐、 私收乱购、乱占林

地和无证运输等不法行为，形成从严

打击的强大声势，维护了林区秩序稳

定。

三是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系统。

由县林业局森防站牵头， 7个国有林

场共同组织实施，多渠道筹措防虫经

费，组建专业队对病虫害实行工程治

理，控制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平泉县通过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

助资金试点改革，组建县、 乡、 村

三级护林网络，使全县资源保护工作

步入了科学化、正规化、网络化、法

制化的轨道，全县259万亩有林地得

到有效保护，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工

作实现了良性循环。全县在持续干

旱，森林火险等级高，防火形势异常

严峻的情况下，责任明确，管护到

位， 在关键时期对重点地段死看死

守，确保了大旱之年无火情。同时，

通过开展护绿专项治理，使不法毁林

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保护了全县生态

建设成果，维护了林区秩序稳定。

（作者单位：河北省平泉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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