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是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各

级财政部门每年开展一次财政扶贫资金

专项检查，并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对资

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及时

督促违规单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如2001年财政部驻江西专员办查出余

干县扶贫办将扶贫资金 30.3万元挪用

于培训中心基建。我们要求余干县政

府在2002年一季度前如数追回这笔专

款， 全额转入扶贫资金。 余干县政府

收到我们的整改通知后， 立即召开专

题会议， 研究决定将培训大楼拍卖，

用于归还被挪用款项。

江西省的财政扶贫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由于近几年连续遭灾，因灾

返贫、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 2001年底

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89.5万人。随着

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江西

省新世纪的扶贫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今

后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开展财政扶贫工

作，将主要抓好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资

金投入新阶段财政扶贫的主战场。我们

在全省2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基

础上，划分确定了563个重点乡和1200

个重点村，作为 “十五” 期间全省扶贫

开发的重点。我们将集中财政扶贫资

金、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财政支农资

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投向

这些贫困乡和贫困村，争取用4年左右

的时间解决这些贫困乡村的贫困问题。

二是管好用活财政扶贫资金，坚决杜绝

挤占、 挪用扶贫资金，开设财政扶贫资

金专户，实行报账制管理， 充分发挥扶

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在管理方法上，我

们将对资金的运行实行全程监控，事前

结合扶贫规划， 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评估论证；事中全面推行政

府采购，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工程

实行招投标制， 资金拨付前要根据工程

进度审核报账；事后加强跟踪问效，财

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检查验收

合格后， 财政部门再拨付预留资金。同

时， 要充分发挥财政监督机构、审计机

构、社会中介机构在扶贫资金监督检查

中的作用，对违纪违法事件加大处罚力

度，严肃财经纪律， 使财政扶贫资金发

挥最佳扶贫效益， 完成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新世纪扶贫开发任务。

地方专栏——江西篇

井冈扶贫展新颜

井冈山市财政局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著名

的革命老区。建国以来，党中央、 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十分关注井冈山老区

人民的脱贫致富，老区的经济和社会

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底子薄

弱、地理位置偏僻等诸多因素困扰， 井

冈山老区的贫困状况依然严重，扶贫

任务重、 压力大。1985年，国务院将

井冈山市列为国定贫困县市，进行重

点帮扶开发建设。经过多年的扶贫开

发，特别是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

以来，全市农村贫困人口由 1994年的

4.9万人减少到2001年的 3.3万人，下

降了 32.7%， 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1994年的 599元增加到2001年的 1298

元，增长117%。如今的井冈山市已初

步摆脱贫困，成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成

为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老区面貌焕

然一新。

一 、 统一思想认识 ， 明

确财政扶贫的目标和思路

改革开放 后， 中 央 、 省 、 市各

级财政逐步加大了对革命老区的扶贫

支持力度，为抢抓这一难得的历史性

机遇， 我市上下大力弘扬井冈山精

神，脚踏实地大做扶贫开发文章， 努

力促进老区经济快速发展，使老区人

民早日脱贫致富迈向小康。我们明确

提出了 “到2005年全市基本消灭贫困

人口，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社会

事业进一步发展， 财政状况明显好

转，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8% 以上”

的奋斗目标，确立了因地制宜开发式

扶贫的思路， 以建立示范基地为先

导， 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善农村

生产、 生活条件，带动包括农村贫困

人口在内的农民增收，加快老区人民

脱贫步伐。

二 、 多方筹措资金 ， 加

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

由于我市财政属典型的 “吃饭型

财政”， 多渠道筹措扶贫资金显得尤

为迫切和重要。一是制定扶贫攻坚计

划， 用好用活国家的扶贫政策。积极

做好立项工作， 将一些重点扶贫项目

纳入上级扶贫计划中，缓解地方扶贫

投入严重短缺的矛盾。“八 七扶贫攻

坚计划” 实施以来的 8年间，上级共

投入我市财政扶贫资金4968万元，财

政贴息贷款资金8798万元。二是大力

调整市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压缩非生

产性支出，挤出资金用于扶贫项目的

配套投入。8 年间，市财政直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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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式扶贫项目的配套资金为 294万

元，加上间接用于扶贫投入的资金达

2150余万元。三是利用财政扶贫资金

做 “引子钱”，广开门路吸纳社会资

金扶贫。在开发扶贫过程中，群众自

愿投工投劳、捐资捐物，支持扶贫开

发。在一批乡村道路 、 桥梁、 农田

水利设施等扶贫项目竣工投入使用

后，因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社会

闲散资金投入到种、养、 加工等生产

领域，形成了立体式开发扶贫。据不

完全统计，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的

总额达到财政性资金的 3.4 倍以上。

通过扶贫资金投入，扶贫攻坚取得明

显成效，不仅解决了近万户贫困户的

温饱问题，而且还帮助他们逐步走上

了致富道路， 农村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人民安居乐业。

三 、 加强资金管理 ， 提

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以人为本，选派政治过硬、

业务熟悉、 工作积极的干部管理扶贫

资金，严格把关，保证资金的安全。

二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运

作程序。明确规定：扶贫计划必须逐

级报批；立项前必须进行可行性论

证；资金必须跟着项目走；计划调整

必须报经批准机 关同意；事前 、 事

中、 事后监督制度化，确保扶贫工作

按计划按程序展开。三是对扶贫资金

实行专户、 专账、 专人管理。从 1998

年开始，在农业银行设立财政扶贫资

金专户， 独立核算， 专人管理， 并

建立严格的资金申报、 审批制度，报

账资金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 经审批

后，由专户直接拨付到项目实施单

位，以确保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四是

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扶贫资金专

款专用。2000 年以来， 通过督促检

查，取消了未进行论证、 有悖环保要

求的项目 3 个， 对 2起挤压项目资金

的违纪案件进行了处理， 回笼归位资

金 30 余万元， 严肃了纪律， 有效地

防止了违纪行为的发生。

四 、 发展壮大产业 ， 努

力为农民增收做贡献

我市依托本地资源，以市场为导

向，围绕贫困人口增收这个重心，把

财政扶贫和发展农村支柱产业结合起

来，逐步形成了以旅游业、 竹业、茶

叶、席草、 陶瓷业等为主的支柱产业

体 系 ，“ 一村 一品 ”、“一 乡 一

业”、 产供销一条龙、 贸工农一体化

的产业开发格局已见雏形。 1995年，

我市提出了 “旅游兴市” 的发展战

略， 大力开发、 建设景区景点，形

成了 11 大景区， 76 处景点，470 多

个景物景观，旅游业极大地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及时做出

部署，鼓励、引导贫困户劳力优先进

入景区景点从事第三产业，开店经

商，摆摊设点，使景区景点周边地区

的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在 50 0 元以

上。井冈翠竹闻名遐迩， 我市结合扶

贫开发重点实施了笋竹两用林工程，

进行毛竹改造， 面积达 5.5 万亩，毛

竹生产、 加工业随之迅速发展，兴办

各类竹、 笋加工厂 300余家，产品达

200 多种，大大丰富了井冈山的旅游

市场， 加快了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步

伐。井冈山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有

利于优质茶叶生产，为此，充分发挥

优势，扩大种植， 茶叶种植面积已达

7000 余亩，加上实行 “公司 + 农户”

的帮扶方式，为农民开辟了一条增收

的新路子，茶农人均年增收 300 元。

为拓宽增收渠道，我市引导支持充分

利用资源， 广泛发展其他加工和种养

业。陶瓷生产以龙江、 恒华瓷厂为骨

干，带动了 15 个配套产业的快速发

展，使3500多户贫困农户实现了脱贫

致富的目标，成为全市财政增长、 农

民增收的一大支柱；席草生产以市席

草集团公司为龙头，带动了2600多户

贫困户，户均增收 550元；通过建立

禽畜良种示范推广基地，实施良种良

法，提高科技含量，较快地优化了禽

畜养殖业。2001年全市生猪良种率达

40% 以上，比上年增长了近 10个百分

点， 家禽良种率达34% ，比上年增长

了 5个百分点，随着良种的推广和普

及，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五 、 搞 好 基 础设 施 建

设 ， 增强发展后劲

行路难 、 灌溉难 、 饮水难 、 用

电难等多年来一直制约着井冈山经济

的发展。为此，我市在 “八七”扶贫攻

坚期间，财政扶贫资金优先投向解决

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共投入3477万元

财政扶贫资金，扶持贫困乡村修建乡

村道路 125 公里， 架设大小桥梁 229

座，维修河堤9.8公里， 全市行政村通

车率达87%，基本解决了行路难问题；

建设基本农田项目 103个，修建排灌站

42座，维修水库 5座，对全市近30%

的中低产田进行了改造， 水渠纵横交

错，使农田灌溉得到保障；2001年至

2002年新建沼气池5000个，促进了生

态环境保护，缓解了农村能源矛盾，提

高了农民生活质量。一批重点缺水乡

村的改水工程相继完成， 全市自来水

工程受益人口达6.41万人，改水新增

受益人口2.6万人；新建和改造中小型

水电站4座， 全市 17个乡镇基本实现

了农村初级电气化；改善办学条件，注

重培养老区建设后续人才， 投入资金

431.8万元， 改造学校危房面积6300平

方米，改扩建校舍面积1 1430平方米，

农村办学兴教条件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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