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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三

农”工作的指示，用实际行动践行为

民服务宗旨，贵州财政不断推进“三

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积极探索惠农补贴发放管理改革， 

走出了 一条“4331”（四个强化、三个

统一、三个精准、一个口子出）惠农补

贴“一卡通”发放新路径和全省惠农

补贴“一门一人一卡”（一个部门发，

一人一卡领）发放模式，做到精准贯

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谱写了为

民服务新篇章。

着力“四个强化”

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对于此次

“一卡通”惠农补贴改革，贵州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批示，以省政府文

件形式出台改革方案。省财政厅多次

召开厅长办公会、省直补贴管理部门

及市县财政部门专题座谈会等，研究

部署统发工作，形成横向联动、上下

贯通的工作机制。同时，还结合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成立由

厅长晏婉萍同志任组长、分管副厅长

王瑰同志任第一副组长的工作专班，

为集中人力抓好“一卡通”统发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强化调研督促。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分管副

厅长王瑰、副巡视员王军等带队深入

全省30余个县的乡村组，走访200余

农户，采取“二会三看四问”等形式，

贵州：探索惠农补贴发放新路径  
贵州省财政厅

与村干村民面对面询问对落户本地项

目、惠农政策、惠农补贴、财政工作满

意度，为各地提出解决问题和困难的

办法和对策。

三是强化培训宣传。贵州省财

政、省民政等部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

会、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等多种方式，

培训省、市、县、乡、村五级相关人员

3万余人（次），全面宣传统发政策，

不断提高基层执政能力和技术水平，

深入推进统发。充分借助电视、广播、

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在乡镇

服务大厅、村寨居民集中点、农信乡

村网点张贴宣传海报3万余份定向宣

传，利用“农村金融夜校”、 “微喇叭”

等广泛持久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

四是强化监管机制。贵州财政联

合省级补贴管理部门、代理金融机构

共同拟制《贵州省财政惠农（涉农）补

贴“一卡通”集中统发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各级各部门统发行为，加强统发

管理。将惠农补贴审核、发放管理等

纳入《贵州省扶贫资金管理使用问责

办法》，加强精准审核、规范发放，对

虚报、骗取、挤占、截留惠农补贴问题

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建立健全统发长

效监管机制。

构建“三个统一”

确保政策落地落细

一是编制统一目录。每年省财政

会同省级补贴主管部门编制全省“到

户到人”惠农补贴统发目录，联合行

文印发各地执行，逐步构建含盖省、

市、县各级补贴的全省统一补贴目录。

二是建立统一系统。由省财政牵

头，升级完善全省统一的统发系统，

目前已将统发目录内30余项惠农补

贴纳入系统发放，建立省、市、县三级

财政、补贴主管部门、代理金融机构

直连的统发管理平台，做到“一人一

卡”，有效防范“一人多卡”反弹。

三是制作统一专卡（折）。由代理

金融机构制作印有“财政惠农一卡通”

标识、全省统一样式的“一卡通”专用

银行卡（折），实行卡折合一、换折换

卡不换号管理，确保农户“一卡通”随

时安全有效使用。

落实“三个精准”

保障补贴不重不漏

一是严格精准审核。按照“管理

部门、政策执行、核定程序”三不变原

则，各项补贴由主管部门严格审核，

精准核定补贴对象的姓名、补贴金额、

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基本信息，从

系统提交财政部门。

二是开展精准比对。财政部门从

系统提取主管部门审核的基本信息，

通过系统比对“一卡通”账户后提交

代理金融机构，运用智能化手段保障

同一补贴对象领取多项补贴只能使用

同一银行卡（折），即“一人一卡”领

取补贴。将统发工作与专项整治相结

合，全省代理金融机构从13家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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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三年再次视察江西，为新时代江西改

革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提出“希

望江西的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创

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

的更大业绩”。当前，南昌市财政部门

正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初心和使命为引领，找

准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明确今后的

目标和措施，推动财政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

树牢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意识，答好

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这道考题

南昌财政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坚持“一核两重”产业发展

战略，在实施财政政策工具上加大力

度、统筹推进、形成合力，努力做好财

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四则运算”：

做加法，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

坚守初心本色  答好财政考题  
万昱原

导向作用，着力在培植财源上下功夫，

培植优质税源，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有竞争优势或

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培育

出更多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增长极。

做减法，就是坚决贯彻上级减税

降费政策，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支持“三去一降一补”，帮助企业

降低运营成本，让市场主体实实在在

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力度，达到优化营

商环境的目的。

做乘法，要积极解放思想、拓展

思路，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杠杆作用，继续推进小微企业创新

创业示范城市建设和财园信贷通、财

政惠农信贷通等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PPP项目，加强财政资金、资本、资产

运作，撬动和汇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

做除法，就是按照过紧日子的要

求，厉行勤俭节约，从紧从快，强化预

算执行刚性约束,坚持勤俭办事，优

化部门支出结构，去除一切不必要的

财政支出，将节约出来的财政资金用

在支持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建管、强

化民生托底等工作上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答

好财政保障民生这道考题

财政部门是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

门，肩负着管好政府“钱袋子”，落实

各项惠民政策的重要职责。这些年，

南昌市财政支出的大头都投向了民

生，但是在财力使用上依然还有不少

提升的空间。为此，财政部门要勤用

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民生

资金管理的三方面关系。

一是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下行压力是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

题，但财政绝不能因一时的压力而忽

略民生的投入，南昌财政持续加大民

生资金投入力度，集中办好涉及群众

2家，“一卡通”从1988.6万个减少到

1064万个，有效整治了“卡出多行”、

“一人多卡”。

三是实行精准记录。统发以来，

“一卡通”在使用中，无论是短信提醒、

打印流水、登记存折均按照“发放部

门+补贴名称+补贴金额”显示，金融

网点设置到乡到村，金融服务到组到

户，让党的关怀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三重精准管理，保障补助对象、补贴

发放不重不漏。

实行“一个口子出”

确保群众称心满意

一是发放“一个口子出”。全省统

发目录内的补贴项目，由主管部门审

核后交县级财政部门统发，全面整治

过去的省、县、乡各级多部门多头发

放乱象，实现资金“一个口子出”，保

障补贴安全、及时发放。

二是支取“一个口子出”。统发后

每个农民（户）无论享受多少项补贴，

都在一张卡（折）上，资金支取“一个

口子出”，促进农民群众养成积少成多

办实事的良好习惯。

三是数据“一个口子出”。逐步探

索统发系统与“一云一网一平台”、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预算一体化的互通

直连，打造惠农补贴数据铁笼，保障

资金安全的同时方便群众咨询查验，

使惠农补贴政策落实可检视、可核查，

确保群众称心，提升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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