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回收的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积极配合财

政监督机构和审计部门，定期对有偿资金进行检查审计。

对挤占、挪用、抵顶以及无正当理由滞留、未按期归还

有偿资金等违规违纪问题，应及时予以纠正，并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处罚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适用于 2008 年

（含）以后中央立项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农业

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管理暂行规定》（财发字 [1998] 54

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关于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紧急通知

（2008 年 5 月22 日  财办 [2008] 26 号发出）

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云南省 （市）财政厅 （局），财

政部驻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云南省 （市）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

2008 年5 月 20 日，中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

审计署五部委联合制发了《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

管的通知》（中纪发 [2008 ] 12 号），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

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确保救灾款物

规范募集和合理使用，提高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效益和公开透

明度，强化对救灾款物的审计与监督。财政部门在抗震救灾

资金和物资筹集、分配、拨付、管理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

为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进

行。各级财政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续发扬

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精神，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

紧迫的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 “两手抓”，

一手毫不松懈抓抗震救灾，一手坚定不移抓经济发展，全力

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二、加大投入，积极筹措资金

要按照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生产自救的救

灾工作方针，切实落实自然灾害分级管理责任，通过政府投

入、社会捐赠和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等多种方式，多个

渠道筹集资金。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保证救灾工作所需资金，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尽快恢复

生产、重建家园。

三、科学安排，合理分配使用资金

要按照突出重点、科学安排、合理规划的原则，分配、

使用好各项抗震救灾资金，并要配合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工

作规划。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上级下达的抗震救灾资金

后，要与自身筹集的救灾资金统筹安排，科学制定资金分配

方案，优先安排重灾区，优先安排因灾生活困难群众的紧急

抢救、转移安置，做好伤员救治、卫生防疫和遇难人员善后

处理工作，解决受灾群众衣、食、住、医等生活困难。要配

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的发放管理，严格

执行规定的因灾生活困难群众补助金、救济粮、孤儿孤老孤

残人员基本生活费和遇难人员抚慰金的发放政策，建立健全

并公开各项救灾款物的发放标准和发放程序，做到手续完

备、凭证齐全、账目清楚、公开透明、群众知情满意。

四、规范程序，及时拨付资金

要认真履行资金分配下达的各项审批程序和权限，加强

抗震救灾资金财务管理，实行专账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

用。要本着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开通 “绿色

通道”，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拨付救灾资金，保障资金拨付的

及时、畅通。

五、依法理财，强化财政监督

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并严格执

行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程

序。坚持厉行节约与保证质量相结合的原则，对物资采购和

重建项目，合理制定、认真审核相关开支标准。凡有条件的

要实行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充分发挥资金最大

效益。要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重点查处滞拨滞留、违规分配、弄虚作假、截留克扣、

挤占挪用等问题，确保各项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安全、合

规、有效。对挤占 、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和贪污浪费等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出，严肃惩处。

六、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快捷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做好上

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处、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当地纪检、监察、审

计、民政、卫生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相 互支持，密切合作，

形成监管合力。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灾情统计上报工作，确

保各项基础数据真实完整，为资金的筹集、分配、拨付、监

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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