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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着力解决

基层财政困难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县乡财

政由于受经济发展滞后、财政供养负担

过重以及连续调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财政困难有所加剧，财政赤字出现回

升，财政对政权运转和事业发展的保障

能力十分脆弱。为此，财政厅要求各

地基层财政部门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 充分挖掘自身潜力，通过强化

财政约束， 深化财政改革， 上下齐

心， 共同解决好面临的困难。

一是要进一步增强财政支持经济发

展的能力。县乡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的思想，进一步

转变理财观念， 积极探索生财、 聚财

的新路子，以优化财源结构、 培育当

地特色财源为出发点，巩固农业基础

地位，壮大绿色财源；增强企业活

力，建立支柱财源；加快发展第三产

业，培育新兴财源。通过不断增强支

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夯实财源基础，

扩大收入来源。

二是要严格控制新增财政供养人

口。县乡财政部门要抓住即将开始的

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下大力

气清理财政供养人口，加大财政资金

供给范围的规范力度，严格控制人员

经费的过快增长，着力扭转财政负担

过重的被动局面。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

为着力解决基层财政困难，自治区将

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对市县的财政体制和

转移支付办法，不断扩大对市县转移

支付规模，规范转移支付行为，逐步

缩小财力差距，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各地市县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按照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加快县

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正确处理好

县乡财政的分配关系，真正实现县乡

两级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促进县

乡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努力

缓解基层财政困难。

（陈 延  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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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南漳县

创新 “收支两条线”

管理方法

一是实行划片分类管理。对有收

费、罚款职能的 146个部门和单位，按

收入数额多少、职能强弱、管理难度大

小实行分类管理，将管理任务落实到专

管员身上。二是深化综合财政预算。对

所缴存的财政专户资金，严格按照“预

算内外资金捆绑使用，先安排预算外，

再安排预算内”的指导思想，坚持“核

定收支，全额管理，以收定支，比例调

控，监督使用，综合平衡”的原则，推

行综合财政预算制度，预算内外合并算

账，集中资金保吃饭，保正常运转，保

重大政策增支，保基本医疗费用，保必

要的公共建设。三是严格资金挂钩拨

付。坚持预算外资金不入专户，预算内

资金不拨经费，预算外资金进账多少，

预算内资金按年初预算计划比例拨付多

少。四是推行无任务调控结算。推行“全

额管理，以票控收，以收控调，无任务

调控，年终结算，多退少补”的结算方

式，单位按政策应收尽收，随收随缴；

财政按政策全额管理，以票控收，政府

按实际收入比例调控。五是单位经费分

类管理。按照综合财政计划，将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分离，采取不

同的政策和措施，实行分类管理，即人

员工资全部实行银行代发，直达个人工

资专户；公用经费分类分档定额，单位

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专

项经费拨付实行 “三挂钩”，即与相

应的收入进度、 工程进度、使用效果

挂钩， 跟踪管理，分期拨付。
（王广才  施传元  李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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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市推行

三种形式扩大

政府采购规模

一是集中联合采购。建立以市级

为区域采购中心，各区县相互联系、信

息共享的全市政府采购网络，对于节支

率较低和易于采购的项目实行全市统一

招标、统一采购，对一些大项采购，积

极和省级采购机构联系，委托上级部门

进行集中联合采购。

二是计划采购。积极进行政府采购

预算试编工作，按照政府采购预算，详

细制定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增强采

购项目的计划性，扩大采购规模，提高

工作效率。

三是网上采购。打破地域的限制，

在互联网上建立 “淄博政府采购网

站”，在网站上定时发布、 更新采购信

息，方便供应商及时查阅信息资料，提

高工作效率，扩大政府采购的宣传面。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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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村账办管”

规范农村财务管理

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办事处大胆

改革农村财务管理办法，全面推行村社

会计代理工作，将所辖村、居和农业

社、组的财务工作集中到街道办事处统

一核算和管理，进一步规范了村社财务

管理，遏制了集体资产的流失，提高了

资金的使用效益。

1、清理历年账务，夯实代理基础。

对 1997 年以来的村社财务收支情况和资

产，进行认真细致地清理核实，并调整账

务，建立新账，作为会计代理的基础。

2、 成立机构，落实人员。在保证集

体资产所有权、 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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