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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仞阴山屏障千顷良田，九曲

黄河润泽一方富庶。”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九原区哈业胡同镇，南临黄河，

北靠大青山，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绿

色种植、养殖和生态旅游的优势，素

有“天蓝、地净、水清、空气好”的美

誉。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每一个村

庄、每一户人家、每一片农田，几乎

都与一个只有7名工作人员的平凡集

体——哈业胡同镇财政所息息相关。

通过这个集体，财政的阳光照耀每一

个村庄，使每一位农民真切感受到党

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温暖。因为这个集

体，基层财政人用贴心、耐心和真心

勾勒出的最美剪影也越来越具象、越

来越清晰。

扎根基层  做百姓的贴心人

“哈业胡同”在蒙古语里是“两眼

井”的意思，即有山有水之地。依托这

个自然地理优势，哈业胡同镇把发展

绿色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哈

业胡同镇下辖12个行政村，54个村小

组, 总户数8584户，总人口19030人。

而财政所只有7人，工作量之大和责

任之重可想而知，他们硬是扛起了这

基层点滴都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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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沉甸甸的责任。

下乡，是财政所工作人员的整体

“工作状态”，他们不是在农户家里，

就是在下乡的路上。每到核实粮农补

贴发放的时节，都是财政所工作人员

最忙的时候，工作日和星期天连轴转。

也正因如此，当地老百姓和财政所工

作人员处得像家人一样。

哈业胡同村的李大爷至今都记得

三年前财政所所长带着工作人员来家

里了解核实粮农补贴发放情况时发生

的一件“趣事儿”。他笑着说：“那是

2016年，财政所那几个大娃娃带着小

娃娃们来我们家了解核实粮农补贴发

放，因为是礼拜天，小娃娃放假无人

看管，就跟着大人一块儿来了。等大

家在屋子里核对完情况出门一看，俩

小娃娃从头到脚全沾着鸡毛，手里还

握着鸡蛋……”

确实，带孩子下乡入户开展工作

也是常事。“白+黑”“5+2”工作模式

在财政所已经成为了习惯，特别是在

哈业胡同镇财政所全体工作人员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74

农忙时节，白天农民下地干活，所以

财政所工作人员只能晚上入户核实情

况。核查覆盖面较广的资金时，镇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一瓶水、一

块面包成为定餐，满腿泥巴成为标配。

为了准确核实玉米补贴面积，他们经

常要穿草林、趟泥坑、绕鱼塘，一寸一

寸丈量，虽然累得汗流浃背，但是看

到一份份补贴毫无差错地发放到村民

手中时，他们总是笑得很开心，多累

也值得。

财政所的工作和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在被认可、被肯定的同

时，也会有不理解、不信任的时候。有

一次，财政所工作人员去新胜村一户

边缘户跟踪扶贫资金使用情况，一进

院门，就被这户人家骂了一顿。了解

原因后才知道，因为政府打破了以往

直接给予帮扶资金的做法，为生活困

难群体聘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并

发放优良籽种，他们觉得没有领到钱，

自家的利益受损了。在财政所工作人

员耐心细致地解释分析下，他们终于

想通了，按照培训学来的技术及时种

上了良种，当年就获得了丰收，成为

了从困难户到富裕户转变的典型。以

后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也都愿意到

财政所和工作人员倾诉。

高标准规范建设  树基层治理的标杆

走进财政所，宽敞的大厅，整洁

的环境，温馨的氛围，让人眼前一亮：

各种办事流程张贴在墙上，清晰明

了；各类指南手册放置在显眼的位置，

方便拿取……一切细节都体现出 “方

便高效”的理念，蕴含着“为民服务”

的真情。

财政所服务大厅是办事窗口，建

设高标准示范性财政所，首先要加强

基础建设，从硬件上着手打造。按照

精简、效能、节约、高标的原则，统筹

布局，科学规划，将财政、社保、民政、

计生、税务、综合治理、党团服务、就

业、司法等涉及服务农民的所有部门、

科室全部入驻服务大厅，集核算与服

务于一身，实现了“一站式服务”，彻

底解决了农民办事难、跑路多的问题，

日均接待办事人员达150人次。

在积极打造硬件环境的同时，财

政所也十分注重优质服务的软环境

建设，推行了便民服务“五个一”活

动，即“一张笑脸热情接待，一杯清

茶温暖如家，一把椅子亲切平等，一

次告知简单明了，一张明白纸公开透

明”，让每一位来办事的老百姓舒心、

放心。

为切实保证财政资金安全，保

障老百姓切实利益，财政所秉承科学

管理理念，从制度机制上入手，把功

夫下在关键处。一是切实加强制度管

理，进一步优化业务办理流程，细化

工作标准，规范操作程序，突出完善

对重点业务、重要环节的监督机制，

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用制度管钱”，确保财政所安全高效

运行，将镇财政资金监管纳入法治化

轨道。二是实行涉农补贴“一卡通”

制，在“部门造册、财政监督、专户管

理、分账核算、封闭运行”的管理模

式下，按照发放清册直接转入农户专

用存折，杜绝挤占、截留、挪用农民

补贴资金的现象。从各村聘用“一卡

通”基础信息维护人员14名，实行“周

报、月对、季落实”制度，掌握各村“一

卡通”基础信息和变更信息，实时更

新上报，保障了涉农资金发送的及时

性、准确性。同时通过手机信息提示，

让持卡农民第一时间掌握资金发放

情况。三是实行“村账镇代管”，取消

村级会计，把村级会计业务交由镇经

营管理站，财政所对经营管理站的业

务进行监督指导，进一步规范了村级

财务。加强村级转移支付专项经费监

管，财政所接到上级财政预算拨付村

级资金和村级往来资金后，根据各村

实际情况，经镇领导批准后，将资金

拨付到镇经营管理站列支，财政所定

期或不定期对经营管理站资金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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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监管。

从制度建设入手，注重制度的

执行和落实，哈业胡同镇财政所的标

准化建设和提升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2016年顺利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标准

化财政所验收并挂牌，2017年被推选

为包头市资金监管试点单位。

创新资金监管方法  把钱花在刀刃上

在实施资金监管工作中，哈业胡

同镇财政所提出了“监管谁、管什么、

怎么管”的问题，最终确定了将预算

内的项目资金作为开展资金监管的切

入点。对涉及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

活的“一事一议”、“美丽乡村”、村集

体经济、危房改造等项目，财政所坚

持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抓手,以提高

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为目标，采

取“望、闻、问、切”的办法把脉项目

建设：“望”就是实地察看项目选址，

看项目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项目建设

要求；“闻”就是倾听当地群众反馈的

意见和建议；“问”就是走访农户，看

是否尊重群众意愿，是否进行可行性

论证；“切”就是实地察看项目建设情

况，参与项目竣工检查验收。

为了确保资金监管工作扎实有效

地开展，哈业胡同镇成立了以镇长为

组长、分管副镇长和纪委书记为副组

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资金

监管领导小组；组成了以财政所牵头、

职能部门配合的梳理工作组，按照资

金年度和资金类别进行拉网式梳理，

将梳理出来的资金情况交付工作领导

小组讨论，并分类建立台账，确定监

管负责人，制定监管措施以及完成时

限等。

在实施资金监管工作中，财政所

还制定了资金拨付暂行办法，明确对

规范使用资金后期资金全额予以拨

付，对按时完成整改的项目单位，后

期资金的10%作为绩效考核部分；对

不积极整改和整改不彻底的项目单

位，后期资金的50%作为绩效考核部

分；对不整改以及不配合资金监管工

作的项目单位，后期全部资金作为绩

效考核部分，留存绩效资金的待项目

验收合格后拨付。对督查三次以上不

整改以及不配合监管工作的项目单

位，工作组报请镇纪委对企业负责人

进行约谈，直至报请上级部门追缴项

目资金，追究项目单位负责人相关法

律责任。

为保证资金监管工作的准确无

误，财政所结合纪委“三务公开”，按

季度及时对项目资金拨付情况进行

公示公开，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资金

按文件要求按比例进行拨付，对有异

议的项目资金重新进行核查反馈。同

时，由镇党、政、人大、纪委组成联

合监督组，负责对监管工作的实施、

问题的整改、后期的落实等工作进行

监督，以抽查巡查的方式对落实财政

资金监管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有

效防范了监管尺度不一和工作不到

位造成的资金监管工作不扎实、不 

完善。

加强监管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

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将资金用在

刀刃上，提高财政资金的运行质量和

使用效益，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为

此，哈业胡同镇财政所把工作重心前

移，在符合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进

行有效整合，实现资金运行效益最大

化。具体做法是，首先对覆盖全镇的

财政资金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对各类

资金进行归类和标识；然后对项目资

金进行前期“搭配组合”，比如将农田

开发项目与“一事一议”节水灌溉水

渠建设、灌溉机井建设等项目搭架实

施，将整治农村牧区环境项目与“美

丽乡村”项目挂钩实施等。

平凡中见伟大，细微处显真情。

哈业胡同镇财政所全体工作人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用汗水和真情将日

常的工作化作涓涓细流，滋润着这片

大地…… 

“一站式服务”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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