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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黔江区

财政让利于乡镇

为切实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重庆

市黔江区自成立以来，按照“挂旧账、

调基数、保运转、留余地、 补差额”的

原则调整了乡镇财政体制：乡镇以前

欠上级财政的所有资金均作挂账处

理，区财政保证乡镇行政事业人员的

工资、公费医疗、养老保险金的供给，

按区级部门的标准安排乡镇机构的运

转经费，同时还给每个乡镇按全乡

（镇）人口的多少安排了一定的事业发

展经费。乡镇财政超收的部分，全部留

在乡镇，区财政不参与分成。2002年

初，乡镇行政区划由原来的48个乡镇

缩减成为3个街道办事处、27个乡镇，

区财政又相应地调整了乡镇财政的收

支基数，其中收入基数比原来体制减

少87.5万元，支出基数比原来体制增

加 398.5万元。这样一来，财政体制

由乡镇每年净上解区财政 850 万元，

调整为区财政每年净补助乡镇财政

1145万元，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

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乡镇财政困难

的状况得到缓解，乡镇财政收支运行

情况良好。

（王万祥  吴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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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潜江市采取

措施化解学校债务

一是锁定 “普九” 债务额度。

2000年10月以来，抽调财政、审计等

市直部门人员对全市74所公办中小学

1994年至2000年 8月发生的债务逐笔

逐年逐人登记造册，严格界定学校 “普

九”债务和非“普九”债务。对于借贷

本金，采取“分段计息、以息冲本、息

不转本、挂息还本”的原则，将原账面

反映的 1234 7.6 万元总债务锁定为

10699万元，其中：“普九” 债务6902

万元，非 “普九” 债务 3797万元。

二是制订偿债计划。对学校债务

力争用 3— 5年时间全面偿清，明确

规定 “普九”债务由各级政府承担，

非 “普九” 债务由各级各类学校承

担。每年年初，市长、市教育局长分

别与镇处行政一把手、教育组长签订

偿债责任状，凡不能落实当年偿债任

务的，视其情节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

任，凡挪用偿债资金的，市政府将从

财政拨款如数扣减。学校将偿债资金

挪作他用的，市教育局将从教育拨款

中如数扣减，并追究当地教育组负责

人和校长的责任。

三是积极筹措偿债资金。一方面，

加大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和学校

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统一管理的力

度，筹集更多资金用于偿还学校债务。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师住房改革的力

度，拍卖闲置资产，实行房屋出租等手

段筹集偿债资金。

四是防止偿债资金流失。全市乡镇

中小学从2001年起，全部实行报账制，

市直学校统一实行会计委派制。在财务

监督上，各镇处教育组和中小学校成立

了有教代会代表参加的民主理财小组，

每月定期对学校财务审查审计。市财政

局和市教育局每年对全市中小学管理进

行了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按有关政

策规定进行处理。

五是确保偿债指标兑现。市政府每

年年中对各地的偿债工作责任状落实情

况进行两次督办检查，年底对各地完成

偿债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并将结

果通报全市。
（李国平  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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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大力清收

财政有偿资金

今年以来，江苏省海安县在狠抓

增收节支工作的同时，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加大各项财政有偿资金清收

工作力度，有效地维护了财政资金的

安全完整，缓解了地方财政资金的供

求矛盾。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清收

各类财政有偿资金 458.76 万元人民

币。

一是建立 “一户一档”。按照统

一部署，该县涉及财政有偿资金管理

的部门和乡镇对所有的有偿资金放款

逐一进行了梳理，并将所有放款原始

资料按每笔放款编成目录，分别建立

档案。然后，组织人员到各借款单位

实地看账、查资料，对借款情况与偿还

能力进行核实分析，按正常、风险、

可疑、 损失分别确定每笔借款的类

型。在此基础上，该县还抽调专门人

员对每笔放款的“一户一档”资料进

行复查，从而保证了基础资料的真实

可靠。同时，也为制定清收工作方案

以及下达清收任务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分

管财贸工作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为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清

收领导小组，并且明确了各成员单位

的工作职责。此外，领导小组还坚持

定期召开例会、每月印发一期简报，

及时交流和通报清收情况，以促进清

收工作的开展。

三是营造清收氛围。首先利用统

一各有关单位同志的思想，切实树立

清收工作的信心，增强做好财政有偿

资金清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其次，

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财政有偿资金

清收的目的、法律依据等，在一定范

围内 形成了 “借 钱还钱 、 天 经地

义 ”、“举债 不还 、 法律 不容” 的

良好氛围。

四是落实任务到人。县各有偿资

金管理部门和乡镇分别对照县政府下

达的清收考核任务，相应制定了本单

位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层层分解落

实 清收 任务，使得单位内 人人有任

务 、 个个有责任。

五是严格考核要求。为了确保清

收工作的到位，该县将清收工作列入

了部门和乡镇年终两个文明建设百分

制考核范围，出台了清收奖惩意见。

同时，强调清收资金实行 “财政专户

储存制”，对资金的使用也进行了具

体明确。
（张忠宏  许根兰  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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