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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县财政局

近几年， 洪洞县财政部门努力深

化财政体制改革， 狠抓财源建设， 规范

财政管理， 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 确保

了全县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01年全县

财政收入完成24209万元， 比 1995年翻

了一番， 连续 8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培植地方财源，不断

扩大财政增收空间

洪洞县拥有丰富的矿产 、 旅游、

农业等资源优势， 为促进资源优势迅速

转化为经济优势， 财政部门进行了大胆

探索，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导向，金

融信贷、 社会资金为主导的投融资体

系， 积极培植地方财源。

（一） 培育优势产品 ， 加大企业

技改力度 ，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全县

共筹资 3.6 亿元对重点企业、 重点项

目、 重点产品进行扶持。如支持了好

义福利煤焦厂、 恒富煤焦公司等年产

42 万吨机焦项目的建设；对现有小高

炉进行了并、 转、 改，建设了河西铁

厂 、 宏达铁厂两个高炉炼铁项目；以

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为目标，

对 10 个煤矿进行了联营改造。同时，

大力培育优势产业， 重点支持了汾河

生化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柠檬酸等一批

产品， 使其成为优势产品。通过以产

品结构调整带动工业结构调整， 形成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年可增加财政收

入 3000 万余元。

（二） 支持农业产业化 ， 发展高

效农业。近几年， 共投入 1.1亿元，建

设了胡坦片、姚庄片等节水增效园区工

程、南垣灌区水利骨干工程、 刘家垣机

械化旱作农业工程、 龙马、辛村等机械

化保护性耕作示范推广项目，重点建设

了蔬菜、红枣、 红薯、 奶山羊、肉牛五

大产业区，促使农业向产业化、高效化

方面发展。2001年农业总产值68954万

元， 比上年增长3.16%，直接增加财政

收入 230 万元。

（三） 拓展专业市场 ， 扩大旅游

规模，开发新兴财源。洪洞县近年来逐

步加大了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不

断提高第三产业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依

托蔬菜产业的发展， 新建了东城区蔬菜

专业批发市场，扩建了堤林南石明农产

品批发市场，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同

时， 借助大运路 “大院文化”崛起的契

机，对我县大槐树、 广胜寺等现有旅

游资源进行了综合开发，通过旅游业

极强的渗透性和依托性，发展相关配

套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流通服务， 提高

了工农业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增强

了整体效益，形成了新兴财源。200 1

年第三产业提供财政收入 50 0 0 余万

元，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 20% 。

二、强化征收管理，防止

税款流失

洪洞县财政部门依靠县委、 县政

府作坚强后盾， 积极抓好征收管理。

在组织收入上， 进一步强化了征收目

标责任制管理， 把收入任务层层分

解， 做到责任明确、 任务到人。严格

实行了 “一季一通报， 半年一考核，

年底总算账”的奖惩办法，调动了征

收的积极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综合

职能部门的 作用， 积极组织协调国

税、地税等部门按时征收入库。同时

根据县域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状况， 采

取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收入一起抓，

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一起抓， 大税

种和小税种一起抓，税收和非税收入

一起抓，征税和清欠清费一起抓的措

施。财政部门深入挖掘非税收入的增

收潜力，对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实

行了 “罚缴分离”，防止非税收入的

流失。并协助税务部门强化了对个体

税收 、 交通运输、 饮食、 建筑安装，

房屋租赁、 专业市场等薄弱环节的征

收管理， 严厉打击偷、 逃税等违法行

为， 基本上做到了应查必查，应收必

收， 确保了税款的及时、 足额入库和

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树立财政支出效益观

念，强化财政支出管理

针对全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状

况， 为使有限的财力能够保证正常支出

的需要， 洪洞县财政部门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的思想， 坚持 “有保有压”，强化支

出管理。一是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按照

《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办事。安排预算

时， 首先打足公教人员工资发放资金；

其次，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分类排队，

优先安排农业、教育、 科技的投入资

金，保国家政策性增支因素，从严控

制非生产性 支出， 压缩社会集团 消

费。在预算执行中，严格按照县人大

批准的预算列支， 不随意追加。二是

加强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净化财政支

出环境。建立了全县财政供养人员台

账和数据库，对其工资、 单位等项目

变动情况及时、 详细地审查登记，堵

塞了人头经费支出中的漏洞。三是继

续推进和完善了汽车定点维修、 公费

医疗 、 集中供热等增收 节支管理办

法，从严控制会议费 、 购置费、 汽车

修理费和出国人员经费支出。2001 年

共核减经费429万元。四是严格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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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管理， 对预算外单位的人员

经费、 公务费 、 业务费按照预算内支

出标准核定， 对预算外资金按规定比

例调控， 去年全县共调控资金 300 万

元。五是对专项资金按计划、 用途、

进度拨付，实行了跟踪问效制度和巡

查制度。通过强化支出管理，提高了

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了正常支出需

要。

四、深化财政改革， 创新

理财方式

以增收节支为目标， 洪洞县财政

部门积极开展了以支出管理为重点的多

项改革， 财政理财方式得到了创新，

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增强。一是严格

落实 “收支两条线” 规定， 建立了预

算外收费中心，将预算外资金收支活

动统一纳入收费中心集中管理， 使预

算外资金管理达到了 “收入一个口

径 ， 支 出一个 漏 斗 ， 管 理一个 渠

道”。二是推行财政集中支付， 构筑

公共财政改革平台。建立了财政集中

核算中心，对县直 80个单位实行了集

中统一核算，单位不再设银行账户，

预算资金不再拨付给各单位分散保存，

个人部分实行了工资发放银行化，公

用支出由财政核算中心直接拨付给供应

商或劳务提供者。三是积极推进政府

采购工作，在对大宗商品实行统一采

购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了 采购范

围，逐步把会议费、 汽车修理、 汽车

保险、 公费医疗、 政府集中供暖、 机

关印刷等财政开支全部纳入政府采购目

录。同时， 严格规范采购程序，降低

采购成本， 对采购计划逐项审查， 减

少不必要的开支。四是推行工资统一
发放制度。对县级行政机关、 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实行了 “编办定

编定员， 人事核实人员、 财政核拨经

费 、银行统一发放” 的管理办法，将

编办、 人事、 财政三者的管理职能有

机结合起来， 不仅摸清了财政供养人

员底数， 而且改变了以往经费与编制

管理脱钩的弊端， 有效地提高了财政

资金使用的效益。通过几 项改革，

2001 年共节约财政资金 8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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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的作风
带出好的队伍

赵 钰

一个部门的作风是这个部门干部

素质的综合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把 “三个代表” 的要求全面贯彻落

实到财政工作中去，必须着力培育财

政机关好的作风，用好的作风去培

养、 锤炼、 磨砺好的财政干部队伍。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首先要从

领导班子抓起， 端正领导班子的作

风。最近几年，云南省财政厅党组以

“三讲” 教育为契机， 始终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要求， 坚持走群众路线， 认真

总结和吸取领导班子作风建设中的经

验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积极寻求财

政发展新路子。针对近几年云南财政

发展遇到的矛盾和困难，领导班子成

员纷纷下地州、 跑市县、 蹲基层、访

群众，对财源建设、 财政改革、 财政

监管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

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行之有

效的对策、 措施， 对于扭转财政收入

增长持续走低的被动局面、 维护云南

财政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二是扑下身子抓落实。采取精

简、合并、 压缩、调整等手段，减少

会议、 文电和应酬，把主要精力用在

组织、 指导业务部门吃透政策、 深化

改革、 建章立制、 狠抓落实、 强化征

管上，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财政收支任

务。三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

重大问题， 坚持集思广益 、 民主决

策，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为防止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在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中实行民主推荐、 人事部门考

察、 广泛听取意见， 党组集体讨论决

定和任前公示制度。按照 “四化” 标

准，提拔和重用在实际工作中成绩突

出、思想品质好、 群众公认的优秀人

才，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体现 “用

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四是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业余文体活

动和有关W TO 知识、 法律法规、 公

共财政理论的学习培训， 活跃群众生

活，提高职工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五

是廉洁自律从看得见、 摸得着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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