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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消赤减债

  化解财政风险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积极
开展乡镇消赤减债工 作

杨 玲  袁连武

今年以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狠

抓乡镇消赤减债工作，由于措施得力，

1—7月，实现乡镇消赤减债 401.55 万

元，较年计划 378万元减债任务超额完

成 23.55万元。
一、制订消赤减债目标，明确责任

制

鹤城区由于经济落后，收入少，支

出大，加上财政监管不严，乡镇财政无

一例外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全区

8个乡镇的财政赤字及负债总额高达

2 235万元，平均每个乡镇有 279 万元，

债务最多的一个乡有 490 万元，是其全

年财政总收入的 8.6 倍。巨额的赤字

债务，沉重的财政包袱，使得乡镇财政

发展前进的步履艰难，职能作用难以发

挥。同时，也严重影响乡镇政府工作的

正常运转，给农村工作的开展及农村经

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鹤城区

意识到乡镇财政工作已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

问题。因此，在部署安排乡镇消赤减债

工作时落实早，行动快。一是在全面调

查摸底，澄清负债情况的基础上，制订

了一年消赤、五年减债的总体目标及分

年度实施方案；二是上下联动，明确责

任，层层建立消赤减债目标责任制，明

确乡镇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并作为考核

乡镇党委、政府及主要领导工作业绩的

重要指标；三是建立奖罚制度，与评优、

评先、晋级等直接挂钩，对完不成当年

消赤减债任务的乡镇不能评优、评先，

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不得调离、晋级。

二、理顺区、乡财政体制关系，在乡

镇发展上营造宽松环境

长期以来，鹤城区对乡镇财政体制

一直是沿袭“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乡

镇财政体制不顺，基层政府职能不全，

发展活力不足，财政收入不稳，乡镇财

政捉襟见肘，加上区级财政本身困难，

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到乡镇支持经济

建设。在这种体制下，乡镇一方面“等、

靠、要”依赖思想严重，当家理财的积极

性难以调动，对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及财

政工作没有长远打算和统筹安排；另一

方面，因事权与财权分离，乡镇在事业

建设中存在贪大求全的不良倾向，不顾

财力搞举债建设，调走一届乡镇领导就

留下一大堆债务包袱。因此，鹤城区从

改革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上入手，

给予乡镇充分的自主权。今年初全面

推行了乡镇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区乡

实行分灶吃饭。在划分区、乡财政体

制，确定利益分配关系时，政策尽量向

乡镇倾斜：一是克服“保区紧乡”的思

想，放权让利于乡镇，将收入较稳定，有

增长潜力的税种划给乡镇，在收支基数

测算上适当放松，给乡镇一定的活力，

充分调动其理财的积极性；二是打破

“代替包干”的桎梏，将过去长期该下放

而没有下放的事权，尽量下放给乡镇管

理，给予充分的自主权，使乡镇财权与

事权有机结合，相对统一，成为一级完

整的实体财政，增强乡镇政府的权威性

和责任感，使乡镇政府抓财政工作的主

动性充分显现。截止到 7 月，全区 8 个

乡镇中就有 3 个超额完成了全年的财

税任务，其他 5个乡镇完成任务在 70%

以上，乡镇财政实力正逐步增强，从而

给消赤减债打下了良好的财力基础。
三、摆正建设与吃饭的位置，在资

金管理上把好支出“闸门”

鹤城区乡镇财政有 50% 的债务是

各种基本建设投资造成的，乡镇领导为

了达标、升级而兴办的“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不但挤占了大部分财政资金，

而且导致乡镇财政债台高筑。因此加

强乡镇财政管理已刻不容缓，支出“闸

门”需从严把关。一是正确处理乡镇财

政建设与“吃饭”之间的关系。乡镇财

政在当前财力馈乏还没有根本摆脱困

境的情况下，保社会稳定应放在首位，

在保证工资发放的前提下，努力节支挤

出资金用于事业建设和消赤减债，不允

许再举债搞新的建设项目，防止乡镇财

政“雪上加霜”。二是健全财务制度，控

制经费支出。为了节约支出，消除赤字

债务，乡镇在支出上要严格控制一切非

生产性支出，尤其在会议费、车辆费、招

待费、公务费上坚决压缩，奖金补贴的

发放必须统一标准，总额控制。同时，

要加强财政监督，发挥乡镇人大预算审

查、监管职能，实行民主理财，共同管

财。三是加强乡镇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做到财政专户统管，单位分户核算，编

制收支计划，严格进度拨付，实施政府

调控，统筹安排，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讲究消赤减债策略.在措施方

法上注重标本兼治

乡镇消赤减债工作是一项系统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大部署，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大会

战的方式解决山区农村贫困群众的饮

水、交通、住房问题，改善农民的生活条

件，促进山区农村的生产建设，加快脱

贫致富的步伐。
自年初开始至 5 月底结束，全地区

共投入 10 580万元（ 自治区财政补助

4 327万元）修建人畜饮水工程。在有

条件的地方，开渠引水进村入户；没有

水源引水条件的地方，用水泥给每个农

户修建一个水柜，接瓦房房檐的雨水，

经过过滤后入柜，储存供给家人饮用；

在村头地边选择适当地方，修建水池和

大型水柜，收集雨水储存备用作为农田

旱时浇灌和牲畜饮水。我们在山区访

问时，亲自见到农民家家门前都有个一

人多高的方形水泥水柜，主人总是笑得

合不拢嘴地介绍他的水柜，能盛几十方

水，解决了全家的吃水问题，并且深深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地处亚热带

多雨的百色地区，这种水柜的设计，是

非常适宜的解决饮水难的办法。据地

区政府统计，1998年共建饮水工程

25 736处，解决了 42 万人的饮水难的

问题，使全地区农村群众基本告别了祖

祖辈辈吃水困难的历史。
要想富，先修路。在地区党政领导

下，干部群众全力以 赴，从 6 月开始至

年底，共修建 498 条乡村公路，共计里

程 4 358.79公里，解决了 498 个行政村

70万人的交通困难问题。全地区行政

村通车率由 1997 年的 74.46% 上升到

95.6% 。这对建设新农村，发展山区经

济，摆脱贫困，迅速富裕起来，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山区农民祖祖辈辈都住在简陋阴

暗潮湿的茅草棚里，根本无力修建干爽

明亮的砖瓦房屋，改变居住条件，以致

摆脱不了疾病流行，损害人们的健康。
因此，百色地区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在

扶贫会战工程中，花费一定的人力、财

力和物力，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个住房难

的问题。根据地区政府统计，1998年计

划茅草房改造 2.4 万户，到年底实际完

工 17 932 户，完成计划的 74.7% 。我们

在田东县陇穷村看到的 20 多户农民住

房，都已是瓦房了，配合着个个水柜和

新修的山区公路，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

饮水、住房、交通的“三难”问题。在这

个村，还修建了二层楼的小学校舍，建

起了电视广播卫星接收站，通了电，通

了电话，农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四、小额信贷扶贫

他们的做法是，由自治区下达地区

小额信贷指标，地区扶贫办负责分配给

10 个县市扶贫总社，并逐级分配给乡镇

成立的167个扶贫分社、农村组建的

1 370 个扶贫中心、5 190个联保小组，

由联保小组分别落实贷放给入社的贫

困农户 20 414 户，覆盖了 822 个行政

村。他们这种做法的特点是，从扶贫总

社到分社、中心、联保小组，都有妇联组

织机构的人员参加，特别是农村的扶贫

中心和联保小组都由妇女参加组成并

进行策划分配使用小额扶贫信贷，各受

贷农户也都由家庭主妇全权掌握使用

和负责还贷，如有到期不能还贷者，由

联保小组负责代还，确保借贷信用。我

们在访问一家受贷农户时，她们说，贷

款的是我们妇女，用款的也基本上是妇

女（饲养家畜，种植竹木林果，兴办小型

加工作坊等），还款的也是我们妇女，收

支钱财都由妇女们掌握，一般都能如期

还款，即使一时不能还贷，联保小组姐

妹们帮助还款，大家联合起来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她们认为妇联和家庭主

妇负责贷款的借还和使用的好处，一是

责任心强，二是避免男人的滥用浪费，

三是姐妹间相互联保帮助，所以效果是

好的，受到了农业银行债权人的信任，

敢于放贷。1998 年累计发放到户小额

信贷 2 890.8万元，全地区受贷农户，在

借款前人均纯收入 681 元，借款后当年

人 均纯 收 入 850元，增 收 169元，有

39 171 人当年解决了温饱问题。

复杂的工程，应注重上下联动，标本兼

治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一是在培植农

村财源上下功夫，努力增强乡镇财政

实力。依托资源、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壮大财政实力，是实现乡镇

消赤减债的根本所在。农村财源建设

上，注重抓好三产并进。首先是优化

农业结构，面对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

业，积极开发名、特、优农业特产税大

宗应税产品，实现农民收入和财政收

入的“两个提高”；其次是开拓市场，延

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

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农产品的

转化增值，同时，对现有乡镇企业加快

股份制改造，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重点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加强

经营管理，并引导其上规模、上档次；

其三是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繁荣

农村第三产业，培植新兴财源，通过

“支、帮、扶”等措施，鼓励个、私经济扩

大规模，不仅在“量”上要扩大，在“质”

上更要提高，从而为乡镇财政找准新

的财源增长点。二是在优化支出结构

上做文章，减轻乡镇财政压力。目前

乡镇财政压力很大，一条很重要的原

因是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财政承受不

起，要结合机构改革，痛下决心精兵减

政，分流人员。鹤城区在 7 月底已经

将乡镇事业单位临时人员 203名全部

清退，每年可减轻财政负担近 50 万

元。三是在清理不良资产上谋对策，

消除乡镇财政不良债务。鹤城区在清

理乡镇财政负债情况时发现，一些乡

镇将乡办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的债务统

揽在乡镇财政负债上，为此，鹤城区出

台了《关于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

通知》，明确规定乡办企业、村集体经

济的债务，不属于乡镇财政债务，划清

了界线，分清了责任，防止不良债务向

乡镇转移。同时，对乡镇举债修建的

不良资产，采取变卖及转股等方式，达

到了消赤减债的目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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