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发挥“刘三姐故乡”优势，大力发展旅游

和第三产业，增加财政收入

2001 年通过电视媒体播放刘三姐故乡旅游资源专题片，

举行刘三姐文化品牌研讨会、徐霞客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

国“蓝田杯”乡村青年歌手大赛和广西山歌擂台赛，邀请国

内知名旅行社前来考察采线。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宜州

市财政部门对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开发项目及配套设施提供资

金支持：投资1 816万元，加上引资1 600万元开发旅游项

目。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前来领略刘三姐故乡如诗如画的

自然风光，浓郁的壮、瑶、苗、毛南、仫佬等民族风情，悠

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全年接待游客32.88 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 25.4% ，其中海外游客 1 020 人次，比上年增长

300 % ，旅游收入 比上年增长16.6% 。

集中财力  解决县 乡拖欠教 师工资问题

安保新河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鉴于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

也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

解决教师工资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能力和政绩的一个

重要内容。为此，河南各级财政部门努力调整支出结构，确

保教师工资发放。在补发 2000 年以前拖欠的中小学教师工

资的同时，着手建立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推进农村中小学教

师工资上划县级管理工作，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新的拖欠。

一、集中财力，解决 2000 年以前拖欠的教师

工资

（一）逐单位、逐人核实拖欠工资数额。为核清 2000

年以前全省欠发的教师工资数额，省财政厅明确统计核实欠

发工资的时间为1998 至 2000 年。1997 年以前拖欠教师工

资由县乡自行消化。核实欠发工资范围是财政全供编制内教

职工及离退休人员，临时借用人员、代课教师不在范围之

内。工资项目为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不包括地方出台的津

贴、补贴。要求各县乡逐单位、逐人核实、汇总，然后由县

财政部门及政府负责人签字盖章上报省辖市财政局，省辖市

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由市财政部门及政府负责人签字盖章

后报省财政厅审核。各县（市）在核实拖欠工资数额的基础

上，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拖欠工资方案，落实弥补拖欠工资的

资金来源。省财政厅对 18 个市上报解决拖欠工资方案逐一

进行了审批。

（二）筹措资金，解决拖欠工资。利用中央安排调资资

金12.4 亿元，各省辖市挤出 1.8 亿元，县级通过调整支出

结构、调入预算外资金等筹集3.3 亿元，共 18.34 亿元，用

于解决1998 至2000 年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

（三）加强监督检查，严禁挤占挪用。省委、省政府明

确要求，对虚报欠发工资，截留、挪用转移支付资金的，要

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同时，如数扣回转移支付资金。补

助资金下达后，省财政厅会同监察、审计、教育等有关部门

组成检查组，就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对查出的县乡违犯财经纪律，挤占挪用弥补拖欠教师工资专

项资金的县乡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自2001 年集中解决欠发教师工资以来，全省 158 个县

（市、区）中，除有20 个县和 1 个区拖欠教师工资 2.45 亿

元，需要继续消化外，1998 至 2000 年拖欠的教师工资基本

上得到弥补。

二、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拖欠工资的势头

2001 年，由于农业税等季节性收入入库进度慢，税费

改革试点暂停及补欠导向等影响，新欠干部教师工资问题十

分突出，1～6 月份全省累计拖欠教师工资 9 亿元。为了遏

制住拖欠教师工资数额不断增加的势头，保证 7 月 1 日后不

出现新的拖欠，河南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切实加强农业税、特产税、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

收工作。要求全省基层财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应组织

的收入及时足额征收，保证工资发放的资金来源。

（二）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贯彻“一是吃饭，二要建

设”的原则，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县乡财政收入必须首

先用于保证工资发放，从严控制支出，制止铺张浪费。不能

按时发放工资的县（市、区），停止执行过去出台的一切地

方津贴、补贴。

（三）全面清理有关配套资金政策。按照中央通知规定，

除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的项目外，省、市已安排的配套资

金适当压缩，拖欠工资的县乡不再安排配套资金，已安排的

可以调整用于解决欠发工资。

（四）减免县、市上缴省级的粮食风险基金和应还财政

周转资金4 亿多元，用于县乡教师工资的发放。

（五）科学合理分配中央教师工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为防止财政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被挪用于补发以前年

度欠发的教师工资，省财政厅在各地基本完成补发 2000 年

以前拖欠工资后，将中央补助的教师工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分配落实到县（市）。转移支付资金向困难县倾斜，只对人

均财力 1 万元以下的县市进行补助；不与各地上报拖欠工资

情况挂钩，防止出现政策性误导；鼓励控编，按标准教师人

数计算，超编人员不予照顾，实际供养人员少于标准人员的

也不减少补助。

三、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上划工作

按国务院要求，从 2001 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上

收到县级管理。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财政厅要求

对农村中小学教师人员、工资情况、乡镇收入和支出、财力

情况进行普查。各县（市）按照要求制定了每个乡镇教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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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上划方案，并由省市财政部门进行审核。在广泛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省财政厅起草了《关于实行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

县级统一管理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一是县级统管的对象，

原则上是2000 年12 月31 日前在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人事

管理档案中注册的农村中小学国家正式教职工、离退休正式

教职工、按政策规定已办理退养手续的民办教师。二是县级

统管的支出项目有教职工工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以及按

工资总额计提的个人经费。三是学校的公用经费、基本建

设、危房改造仍作为乡级支出。四是严格教师编制管理，由

人事编制部门实行总量控制。五是建立工资专户，满足工资

发放之前不拨付其他开支。六是教师工资实行县级统管后的

发放标准，原则上在一个县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标准，实行国

家统一标准有困难的可以逐步达到国家统一标准。

《意见》还确定了乡镇上划县级的财力的原则。按国家

规定工资标准计算，综合财力能够满足财政全供人员工资性

支出的乡镇，按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和上划县级管理的教师

人数，计算上划教师年应发工资额和相关的个人经费。综合

财力不能满足财政全供人员工资性支出，但按 2001 年实际

发放标准能够满足的乡镇，按实际发放标准和上划教师人

数，计算上划教师年应发工资额和相关的个人经费。按当前

实际工资标准计算，综合财力不能保证财政全供人员工资性

支出需要的乡镇，可以按乡镇综合财力中用于教师工资发放

的部分占全部综合财力的比重，或教师人员占乡镇财政全供

人员的比重，计算应上划的财力。

支持企业重组改制  积极培植支柱财源

——安徽省繁昌县摆脱财政困境的调查

陈言邦安徽省财政厅

繁昌县地处皖江南岸，总人口 46 万，土地 880 平方公

里，在全省位次居中。前几年，鉴于经济短缺，存在乡镇五

小企业盲目上马，一时创造出短期的经济繁荣，财政经济实

力有所增长。但随着市场的变化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生态

平衡等一系列政策的贯彻实施，一些企业的结构不合理和破

坏生态的恶果逐步突显，加上全县有近百家小水泥、小煤炭

企业被迫关闭，就业岗位吃紧，因而，近几年繁昌的 G D P

不仅增速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给县乡财政收入带来严重

影响。然而，2001 年却出现转机：GDP 增长 8.7% ；财政

收入达到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0.7% ，增幅名列全国首

位，其中工商税收增长 45% 。何以如此？经调查发现：主

要是繁昌县财政部门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支持企业重组

改制，积极培植支柱财源的结果。

一、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支持企业重

组改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业产业结构单一、管理机制僵

化，必然被市场所淘汰。有鉴于此，繁昌县财政部门从

1998 年起，以财政收入 3 年不增长为代价，因地制宜全力

调整产业结构和重组改制工作。调整产业结构后经过重组改

制的一些企业，不仅直接启动了内外商对所购企业的投资，

而且也激活了民间投资，产生了增量“裂变”效应。近两年

来，这些企业仅增加技改投资就达 1 亿多元。孙村镇 12 家

服装企业改制后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全

镇服装及辅料加工企业达 37 家，形成了织造、成衣、漂染、

水洗、包装等门类齐全的产业群。2001 年，全县新增个体

工商户 1 932 个，新增民营企业 150 多家，较上年增长

30 % 。民营企业中涌现出一批超百万元的纳税户，最高的达

500 多万元，纳税额占税收的70% 以上。

二、大力加强招商引资，增强企业经济发展

后劲

繁昌在全力推行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改制的同时，大力

加强招商引资活动：一是成立了招商局，抽调 35 名精干人

员组成专业招商队伍；二是招商投入大，近4 年县财政挤出

350 万元作为招商引资专项费用；三是招商方式新，不仅搞

小分队“敲门招商”，还委托香港洲际联合发展公司等组织

搞中介招商。近两年来，全县累计引进内资 12.9 亿元、外

资2 564 万美元。引来了海螺集团、福建三农等 7 家上市公

司在繁昌投资兴业。县制药厂改制后不久就加盟了上市公司

双鹤药业集团，一举引进资金7 000 万元，2001 年上交税金

达1 400 万元，是改制前一年的 4.2 倍。全县引进的企业和

投资项目新增税收累计 4 000 多万元。

三、着力建设中心城镇，构筑经济园区

近几年，繁昌改变过去乡乡建镇的做法，在 20 个乡镇

中选择交通便捷、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7 个中心镇进行着力

建设。县财政投资350 万元，用于中心镇重新进行中长期发

展规划设计。各中心镇按照“注重经济定位、突出品位特

色”的原则，加快旧镇改造步伐，构筑经济园区。全县工业

经济总量的 60 % 和大部分外资都集中在 7 个中心镇。例如

外商投资兴建了峨桥国际茶叶城，成为集贸易加工、仓储包

装为一体的综合性茶叶大市场。三山绿色食品工业园已有 6

家企业入园，总投资 2 亿元。其中，芜湖新欣食品实业有限

公司投资 1 150 万元，兴建年产 4 000 吨速冻果菜生产线，

已建成投产，产品全部出口。该公司吸纳职工 500 余人，可

带动周边3 000 多农户种植蔬菜致富。中心镇建设和民营经

济发展有机结合获“双赢”：2001 年全县城镇化水平达

35 % ，比 5 年前上升 11 个百分点；一批以中心镇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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