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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财政局

2000年， 长沙县实行农村税费改

革后， 农民人均负担由上年的 92.24

元下降 至 67.86 元， 减少负担 24.38

元。但在农民负担减轻的同时，财政直

接减少收入 1931万元。在县级可用财

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全县教育事业

费支出 13915万元中财政拨款 8144万

元， 比上年增加支出 1601 万元，增

长24.47%，比全县一般预算支出增幅

高18个百分点，有力地保证了教育支

出到位。

一 、 以精简机构 、 分流

人员为重点 ， 推进机构改革

按照 “破其饭碗，不断其生路”

的原则， 2000 年 7 月， 长沙县对乡

镇编外人员和富余人员， 采取 “五个

一批” 的分流途径， 即：组建服务

实体分流一批；创办示范基地吸纳一

批；充实村级班子转移一批；退岗、

离岗休息一批；学习培训待岗一批。

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实行 “八字” 的

承诺， 即： 补助 、 照发、 重奖、 不

限，鼓励和引导乡镇干部主动分流。

一是补助。对被清退的临时雇请人

员、编外人员和自愿与机关脱钩的公

务 员， 都 制定了补助标准 。 二是 照

发。离岗休息人员享受政策规定的工

资待遇不变， 待岗和分流的公务员在

三年内由财政发给基本工资。三是重

奖。凡下到村和企业任职的，根据工

作绩效给予重奖。四是不限。凡分流

人员创办实体、 合法经营的个人所得

收入，不论多少，除依法纳税外，全

部归个人所有。通过上述途径和措

施， 分流的富余人员，均各得其所，

妥善安置。同时，各乡镇大胆引入竞

争机制，全面实施竞争上岗，全县共

有 600余人参加了 300多个职位的竞

岗，有 220名一般干部通过竞争成为

乡镇中层 干部， 其中绝大多数年纪

轻、 学历高 、 思想素质好、 工作能

力强，使乡镇干部队伍素质得到明显

提高。通过改革，全县乡镇机关内设

机构由 8办精简为5个综合性办公室，

设在乡镇的事业单位由 19个精简为10

个，有效地解决了机构臃肿的问题。

通过乡镇机构改革，全县共分流行政

人员 170 人，分流比例达 20.9% ， 分

流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的人员 223 人，

分流比例达30.97%，清退编外和临时

人员 378人，共计 771 人，减少县乡

财政支出 500万元以上。2002年，长

沙县将进一步推行县直机构改革，精

简机构和分流人员将分别达到20%—

25%，力争减少县级财政支出 800 万

元以上，力求达到减轻财政负担，提

高办事效率，形成能者上、庸者下，

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的改革目标。

二 、 优化教师队伍推进

教育体制改革

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配套措

施， 长沙县按照 “改革体制 、 搞活

机制， 优化队伍， 促进发展” 的要

求， 积极稳妥推进教育 体制改革。

200 1 年县委、 县政府作出了 《关于

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使

全县教师聘任工作进一步明确和完

善。 200 1 年 7 月，全县各级各类学

校的教师实行了全员聘任上岗制。全

县 5月份在册教职工7287人，通过竞

聘，有 6447 人竞聘上岗，其中县属

中学从乡镇中学择优拔高任教 1 1 7

人，乡镇中学从乡镇小学择优拔高任

教 182 人。在聘任过程中，有 2000

余人跨乡镇、 跨学校竞聘，有 267人

跨乡镇、跨学校竞聘上岗。通过竞聘

上岗，激发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责任感。

在2001年的教师精简分流中， 长

沙县共分流教职员工1006人，其中离

岗休息 262人，符合病退条件退休退

职 303 人，到龄正常退休 38 人，调

出和其他原因外流 78人，病休 8人，

落聘分流 296人，因违反劳动纪律除

名 21 人，通过精简分流，教师队伍

整体得到了优化。

三 、 优 化 教育资 源 配

置， 合理调整教育布局

长沙县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则是：

每乡（镇）办好 1所中心小学，小乡

（镇）联村办好 1 — 2 所完小，大乡

（镇）联村办好 3 — 4 所完小，交通

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根据实际情

况，设立初小或教学点，有条件的提

倡办寄宿制学校。初级中学原则上每

乡 （镇 ）办 1 所， 大 乡 （镇 ）办

1—2所。县属高中尽量向城镇发展，

主要任务是将长沙县三中搬迁到原进

修学校， 再扩建县一中、 六中 、 七

中、 九中。到 2001 年， 全县小学 、

初中的校数分别由 1996年的485所和

56 所调减到 359 所和 42 所，减幅分

别达到 35% 和 33.3% 。小学、 初中、

高中的校均学生分别由 1996年的 145

人、 681 人和 720 人增加到 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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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8 人和 12 19 人，分别增长 10% 、 62% 和 69% ，师生

比例分别为 1∶23.3、 1∶16.3、 1∶12.6。

根据长沙县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在 2005 年，全县学

校将调整到 289 所。

四 、以化解乡村债务、 建立会计核算中心

为重点 ， 推进县、 乡财政体制改革

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收入相对减少，原乡村债

务主要依靠统筹 、 提留和各种摊派集资来周转和逐步消

化， 债务消化将成为难题。2001 年，长沙县考虑到农村

基层政权的稳定问题，决心认真抓好乡村债务的化解工

作，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1 、 加快工业园建设和小城镇建设， 积极培植财源。

土地开发所交税费及土地出让金，县除收取上交中央和

省、 市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 耕地开垦费以及国土

部门必要的工作经费外，剩余部分的90% 留给乡镇作为工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经费。从2001年起凡工业园所在

乡镇收取的城市建设维护费的 30% 返还给乡镇。未建立工

业园的乡镇新引进的企业新征土地，处置存量土地征收的

土地出让金的 70% 返还给乡镇， 用于集镇建设和消赤减

债。

2、 改革和完善县、 乡镇财政体制，增强乡镇实力。

县财政成立了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和工资统发中心。县直和

乡 （镇 ） 干部、 教师工资全部实行统发，保证了按月发

放，决不拖欠干部 、 教师的工资。为了加强财政管理，

增强乡镇实力， 长沙县调整了县与乡镇财政分成比例，乡

镇完成了地方税收预算任务的， 其基数内 （剔除农业税）

乡镇的分成比例为 1 3% （其中 3% 用于支持村级经济发

展 ）， 超收部分乡镇的分成比例提高到 60% 。

3、 严格各项制度， 加强乡镇财政管理。乡镇财政在

编制年度预算时，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 从源头上杜绝新不良债

务。有条件的乡镇举办公益事业，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原

则， 绝不盲目举债， 乱铺摊子， 形成 新的不良债务。

有赤字负债的乡镇，一律不得购买小汽车等专控商品，不

得兴建办公楼和个人集资建房以外的宿舍，不准财政投资

新增建设项目和兴办以社会事业为借口的政绩工程。强化

乡镇财政职能，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决把车子、电

话、 接待费及办公费等支出压下来。乡镇编制在 50 人以

上的，机关车辆不能超过 4台， 年公用电话费不得超过 3

万元；编制在 50 人以下的，机关车辆不能超过 3 台，年

公用电话费不得超过2万元。乡镇内接待一律在机关食堂

就餐，机关食堂伙食补助标准必须严格控制。乡镇办公和

公务费用人均控制在 2 万元以内。

4、 切实抓好消赤减债工作，确保乡镇财政平衡。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各乡镇 1998年前向县财政以及上级

财政部门的借款停止计息， 回收的本金按 40% ，利息按

80%，分别返还给乡镇作为乡镇消赤减债专项资金。

本刊特稿 栏目主持：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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