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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扶 贫资金  加快脱贫步伐

张岩松  林泽昌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典型的“老、少、

边、穷”地区，自治区本级财政和贫困地

区的地、县、乡财政都比较困难。近几

年来，广西各级财政部门在扶贫工作中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在机制上激励各级

政府积极筹集扶贫资金，累计投入扶贫

资金 15亿元。同时加强扶贫资金的管

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了最好效益，加

快了广西脱贫步伐。到 1997年底，广西

壮族自治区贫困人口减至 366万人，比

1984年减少了 78% 。
1.狠抓建章立制，规范资金管理。

广西财政部门结合实际，分别从扶贫资

金的分配全局和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

两方面规范管理、建章立制，提高了资

金使用效益。一是研究确定了多个体

现贫困县贫困程度和自身财力的因素

指标，并据此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提高

了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避免了

资金分配过程中常见的人情关系和盲

目性。二是制定了一系列专项扶贫资

金管理办法，规范了日常工作程序。他

们先后制定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

展资金管理办法》、《广西“温饱基金财

政资金”使用管理试行办法》、《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人畜饮水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村级公路建

设大会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多

个资金管理办法，从而使财政扶贫资金

的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
2.重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日常管

理与监督，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资金及

时足额到位。一是将年度扶贫资金列

入预算，做到早编制，早下达，并定期向

同级人大报告扶贫资金预算及执行情

况；二是统一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设立扶

贫资金专户，专项管理，提高各项扶贫

资金的到位率。1996 年，以工代赈由实

物形式改为财政专项拨款，划归自治区

财政部门管理后，从自治区到地（市）、

县财政部门都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

行，并在自治区本级财政列支，保证了

专款专用和以工代赈资金的及时足额

到位，杜绝了挤占挪用的现象；三是认

真做好扶贫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到

项目等资金而不让资金闲置；四是加强

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每年对各项扶贫

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和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会

同审计部门开展年度审计工作，实行内

部检查与外部审计，确保扶贫资金的及

时足额到位。
3.集中资金，确保重点。针对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力争在 1999年基

本解决全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

目标，集中大部分扶贫资金，确保人畜

饮水、茅草屋改造和村级公路建设三大

会战的顺利实施。在人畜饮水和改造

茅草屋的会战中，他们采取财政补助，

群众自筹及投劳的结合方式。1998 年

上半年，财政部门共投入资金 2.13 亿

元，建造家庭水柜、蓄水池、打井，以及

修建引（提）水工程，解决了 160 多万人

和 130 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使近 7 万

户农民告别“六面透风”的茅草屋，住上

了稳固的房子。1998 年 6 月起，他们采

取了“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等办法，支

持开展村级公路建设大会战。为了加

大力度，他们将 2000年以工代赈资金提

前到 1998、1999 年使用，重点支持 28 个

国定贫困县未通公路的 1 330 个村修建

乡村公路，力争 1999 年实现村村通公

路。在资金投放中，财政部门建立了财

政扶贫目标管理责任制，把项目管理效

益和扶贫工作实绩同分配财政扶贫资

金结合起来，既调动了贫困地区干部群

众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财政扶

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4.推广扶贫新模式，大力支持大石

山区贫困农户的“异地安置”工作，实施

“石山地区温饱工程”。1993 年，广西就

开始对居住在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大

石山区，特别是人均耕地不足 0.3 亩以

及难以解决人畜饮水和交通问题的贫

困农户，实行有计划的异地搬迁和开

发，并确定了异地安置 25 万人的目标

任务。在支持异地安置过程中，财政扶

贫资金主要用于征（租）用土地、修建农

户住房及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标准是县内安置每人补助 3 500元，

地区内跨县安置每人补助 4 000 元，跨

地区安置每人补助 4 500元。由于实施

异地安置是解决大石山区贫困问题的

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他们继续将异地

安置工作作为扶贫的一项工作重点，不

断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1998 年广西区

财政就安排了 1 亿元扶贫专项资金用

于异地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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