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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东营区

加强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管理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医疗保险管

理事业处从成立之初就把医疗保险基

金的管理与使用作为工作的重点来抓。
自 1997 年 8 月在全区实行医疗保险以

来，全区 6 000 余名参保职工个人账户

节余资金 110 万元，社会统筹账户节余

资金 40 万元，今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时

期相比节省财政医药费开支 10 万元，

同时，保障全区重大病号及时救治 15

人次。既保障了职工的基本医疗和大

额医疗，又确保了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维护了社会稳定，

促进了全区医疗保险改革的进程，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在基金的管理使用上，医保处本着

“因病施治，大病重治”，少花钱多办事

的原则，采取从“微观入手，宏观调控”

的方法。首先对全区参保职工的身体

健康状况进行了普查，并逐一建立了职

工个人档案，为医疗保险基金以收定支

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其次，明确基本医

疗保险的服务范围和标准，制定下发了

许多相应的管理办法；三是依据区划、

就近、合理、方便的原则选择了定点医

院，与定点医疗机构签定医疗服务范

围、项目、费用控制指标等内容的合同，

明确相互间的责任、权利、义务，并定期

检查执行情况；四是职工在就医时，医

院必须使用由医疗保险机构统一印制

的双处方；五是对筹集的医疗保险金实

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人不

得挪用，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六

是在医药费的结算中，医保处只参与报

销支出的审核与提供工作，不参与医药

费的发放，而由银行与职工直接结算，

既确保了医药费的及时报销，又从源头

上保证了医药费的完全。
（王淑芳  李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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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实施振兴 乡镇财政“双增工程”

河北省承德市 206个乡镇中，财政

收入过 500万元的只有 10 个，且有 123

个乡镇全部财政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下，

占总数的 59.7% 。乡镇地方财政收入

占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95 年

的 52.9% 降到 1998 年的 47.3% ，隐性

赤字达 6 000 余万元，多年来都在负债

运行。针对这种情况，承德市决定从

1999年起，用 3 年时间在全市 206个乡

镇实施跨世纪的振兴乡镇财政“双增工

程”——“增加乡级财政收入，提高乡级

财政收入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

乡镇财政实力，提高乡镇财政的保障能

力”。具体包括：①对乡级全面实行分

税制财政体制；②乡级地方财政收入比

1998年实际完成增加 1 亿元，年均增幅

14.5% ，乡级地方财政收入占县级地方

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50% ；③全部财

政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的乡镇达到 20

个；④在保证当年不再出现新的欠发工

资的基础上，实现基本工资和补贴的全

额发放并确保基层政权运转的最低需

要；⑤到 2000年底全面消灭账面赤字。
规划期间，凡全面完成年度目标的区

县，市政府奖励 15 万元（即每项目标 3

万元），分年度兑现。 （穆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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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 开发区财政局

实行联系乡镇

财政所制度

为加强财政管理，促进乡镇实体财

政建设，重庆市黔江开发区 财政局从

1999 年起实行联系乡镇财政所制度，在

全区选择 10 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乡镇财

政所作为联系单位，并实行全年 80 分

制量化考核。主要包括基本账务的处

理，会计报表的编报，会计档案的管理，

财政收支执行情况的分析以 及财源建

设、调查研究、财政信息反馈等情况。
开发区财政与各联系乡镇全年不定期

举行 2—3 次座谈会，了解基层财政的

困难、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先进的管

理经验和做法以及财政干部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

时提出解决办法。好的经验在全区推

广。经过对联系乡镇的严格考核，工作

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并在今后财政工

作中给予继续支持。对做得差的单位

取消次年的联系资格。这一举措的实

施，为推动全区乡镇财政工作上新台阶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卢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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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纪联手

抓督办  落实

“收支两条线”

为了进一步落实预算外资金“收支

两条线”管理办法，湖北省枣阳市财政

部门在发挥财政监督管理职能作用的

同时，注重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

职能作用，监管与督办并重。一方面由

执收单位向纪检、监察部门公开承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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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外资金管理目标，年初，市直有 118

个单位与纪检、监察部门签订了目标承

诺书，以此作为加大预算外资金管理的

约束力度；另一方面邀请纪检、监察部

门参与检查督办，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把违规违纪消灭在萌芽状态，进而

达到控乱促管的目的。6 月初，财政、纪

检、监察部门组织联合专班对市直单位

预算外资金承诺目标进行了全面检查，

检查情况表明：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

面、管理率分别达 100% 和 96.8% ，比去

年同期增长 8% 和 4.6% ，吃喝招待、请

客送礼等消费性支出较往年同期下降

32.2% ，违规购置专控商品等其他违规

违纪金额也有所下降，票据使用较往年

相比也大为规范。  （傅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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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财政部

门力促粮食改革

去年以来，石家庄市各级财政部门

积极采取措施，多方筹措资金，大力推

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初步实现了政企

分开，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大量亏损局

面有所遏制，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好保

护.有力保障了全市经济持续增长和社

会稳定。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粮食企业收储与经营分开。为确

保这一改革的顺利推进，妥善分流收储

企业的富余人员，市财政部门支持粮食

等部门在市内已建 4 个大众厨房的基

础上，又投资 250 万元新建大众厨房 1

个、扩建 2 个，现 5 个大众厨房从业人

员已达 330 人。不仅为下岗职工开辟

了新的就业渠道，而且丰富了市民的生

活。

为减轻粮食企业负担，市财政部门配合

粮食部门多方筹措资金，积极消化粮食

企业老挂账。截至 1998 年底，全 市 对

1992 年以前累计挂账 8 559 万元全部予

以消化，提前一年完成 了省下达的消化

任务，为 企 业正常经营创造 了宽松环

境。该市还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去年市级筹措粮食

风险基金 2 110 万元，除上缴省外，对市

级粮食储备及第二粮库的国家储备库

扩建及时予以补贴支持。

在支持粮食企业改革中，市财政部

门始终加强粮食补贴管理。对省下划

的粮食亏损补贴财政不截留挪用一分，

全部用于粮食企业。1998 年省拨补贴 8

631 万元，该市按规定在农发行设立了

粮食补贴专户，由专人负责管理，及时

进行计算分配，并拨付到各县（市）和有

关企业，保证 了粮食补贴资金的有效使

用。 （霍 强  田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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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全国

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重大决策，财政部门及时调整支出结构，

积极筹措资金，使天然林保护工程得以

顺利启动。
1998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天然林保

护工程补助资金 11.32 亿元，主要用于

森林管护、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养老统筹

补助、贷款贴息等方面。地方财政落实

配套资金 3.2 亿元。另外，中央财政还

从基本建设支出中安排 31.2亿元，主要

用于生态公益林建设。对因实行天然林

保护工程减少地方财政收入部分，中央

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补助地方 1.8 亿

元。据初步统计，到 1998 年底，天然林

保护工程共完成营造生态公益林 302 万

公顷（其中封山育林 260 万公顷，人工造

林 26万顷，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16 万公

顷），森林抚育 100 万公顷，调减木材产

量 318 万立方米，完成基本建设中央债

券投资 9.5 亿元，地方债券投资 7.6 亿

元，分流安置富余职工 10.6 万人。
为加强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

金的管理，财政部制定颁发了《天然林保

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规定了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

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天然

林保护工程的事业性经费，包括森林管

护事业费、森工企业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补助费、森工企业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

助费和专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并严格

界定了上述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按照

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中央财政主要安

排中央直属企业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经费支出，适当补助地方经费支出；地方

财政主要安排地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的经费支出。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批

准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核定专项

资金预算。专项资金必须封闭运行，单

独核算，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严禁账外设

账。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建

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对违反专项资

金使用规定，截留、挤占、挪用或造成资

金损失、浪费的部门和单位，要追究有关

部门、单位及其当事人、负责人的责任，

同时扣减下年度专项资金指标，等等。
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的

资金管理办法，对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管理程序、管理内

容、监督与检查、惩罚等都提出了规范性

的约束条款。  （宋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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