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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刊记者｜刘慧娴  特约通讯员｜刘丁雷  何菲

马营子满族乡位于河北省滦平

县西南部，这里山大、林密、人多、地

薄，全乡10个行政村中贫困村占了6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到全乡总人口

的近三成，脱贫攻坚任务繁重。近几

年，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扶贫投入，但

是乡党委书记史海龙仍然觉得资金有

限，“因为资金都有专门的用途和管

理规定，县乡不能统筹使用，很难发

挥规模效应，扶贫效果不太明显。”不

过从2016年开始，这种状况发生了改

变。“2016—2019年，仅大兴沟一个村

的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就达到了1800

多万元，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提升。”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转变？原

来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进

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贫困县

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贫困

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

点的意见》。河北省高度重视，根据国

家政策，制定并出台了《河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

见》。河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试点以来，河北省共下

达省以上整合涉农资金584.1亿元，

贫困县实际整合使用443.8亿元，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筹集了大量资金，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坚持“四个严格”

确保试点政策不走偏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试点政策精准落实，河

北省坚持“四个严格”，做实做细试点

工作。

严格试点范围。整合资金范围严

格限定在国办《意见》明确的中央资

金和省政府办《实施意见》明确的省

级资金。17个省定贫困县只能整合使

用省级及以下涉农资金，不允许整合

使用中央涉农资金。明确了整合资金

的使用范围，要求贫困县依据脱贫攻

坚规划，聚焦年度脱贫任务，坚持现

行扶贫标准，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即统筹整合使用

的财政涉农资金用途）内安排使用，

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鼓励各地从实

际出发利用整合资金发展短期难见

效、未来能够持续发挥效益的扶贫产

业。2019年，根据财政部、国务院扶

贫办整合资金使用“负面清单”，细化

形成11项具体“负面清单”，确保整合

资金精准使用。

严格方案审查。设计了整合方案

编制提要，统一规范各贫困县整合方

案编制内容，提高方案编制质量。会

同省扶贫办，组织农业农村、水利、

住建、交通、发改等部门，聚焦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对贫困县

整合资金使用方案逐一审查，对方案

编制不实或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坚决

回退修改，确保资金精准规范使用。

2019年方案审核先后反馈修改意见

808条。

严格资金保障。建立40项整合资

金台账，实行资金下达会签制度，要

求省财政厅各业务处室下达负责的整

合资金必须会签农业农村处，进行层

层审核把关，对不符合政策要求的，

及时督促进行调整，确保每项资金按

国家政策下达贫困县的增幅均不低于

该项资金平均增幅。

严格政策培训。每年举办贫困县

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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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政策

培训班，解读政策，细化要求，解疑释

惑，累计培训900余人次，实现从市

县财政局长、分管局长到科长、承办

人员全覆盖，着力提高基层同志政策

把握能力、资金监管能力和服务扶贫   

能力。

简政放权  让基层自己“开方抓药”

脱贫攻坚中，基层最了解自己的

短板在哪，最知道自己哪儿疼，却没

办法“开方抓药”，上下权责不匹配，

贫困县没有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自主

权；此外，“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

项目和资金“碎片化”安排使用，“专

款专用”制约了精准扶贫措施的落地。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试点正是

为了突破这些瓶颈，给予贫困县更多

的自主权，最终形成“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相关负责人

说：“试点过程中，我们充分简政放

权，赋予贫困县立项和审批权限，对

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原则上采取因

素法切块下达到贫困县，不审批具体

项目，不限定资金的具体用途，将具

体项目的立项权、审批权完全下放到

贫困县。允许贫困县打破归口管理界

限，由贫困县依据本地脱贫攻坚规划，

区分轻重缓急，自主确定重点扶贫项

目和建设任务。对阻碍、干扰贫困县

统筹整合使用资金的，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在项目确定上，县级充分尊重各

乡镇、各村自主权。滦平县副县长张

云龙告诉记者：“纳入年度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的项目都

是由村里逐级上报，不是县里从上向

下分派。各村工作专班牵头组织村民

代表、贫困户代表、党员代表参与，严

格按照脱贫攻坚具体要求组建村级脱

贫攻坚项目库，在村级公示无异议后

上报乡镇审核。乡党委会对各村上报

的项目进行专题研究审核后，再根据

各村实际情况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

科学确定项目实施年度，并经乡村两

级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县扶贫开发工作

领导小组审批。经县行业部门论证审

核、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

纳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县扶贫开

发工作领导小组在编制年度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施方案时，按照

‘轻重缓急’在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中

选择项目，纳入年度整合方案。这样

就有效解决了项目与群众实际需求不

匹配，上下‘两张皮’的问题，真正做

到了精准扶贫，让资金花在刀刃上。”

大兴沟村的村民就切切实实尝

到了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甜

头。大兴沟全村330户、840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73户、525人，占全

村人口的63%。多年来，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缺少产业让大兴沟难以摆脱

贫困的枷锁。村党支部书记张子兵说：

“以前村里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下雨

天得穿着雨鞋从水里淌。家家户户就

靠种地、出去打工挣点钱，日子过得

紧巴巴。脱贫攻坚开始后，扶贫资金

逐渐增多，但是太分散。我们想修路，

争取到的资金只有几万元，而且不可

能年年都分给同一个村，根本解决不

了问题。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大兴沟村集

中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16—

2019年，累计投入各级资金1800多万

元，修建护村护地坝6公里、道路3000

多米、人饮井15眼。“去年，我们遭遇

了50年一遇的洪水，全乡转移受灾人

口200多人，我们村没有转移一个人，

全靠这两年新修的护村护地坝，不然

村部这片全得淹了。” 张子兵说。村里

还谋划了食用菌项目，2016—2019年，

集中利用整合的产业扶贫资金1700多

万元，与坤潮农业公司合作，先后建

起了菌棚14座、冷棚79座和菌棒厂1

个，形成了“菌棒加工——食用菌出

菇——冷鲜保存——错季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年销售额700万元。155户

贫困户入股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每

户每年分红500元；土地流转179亩，

每年每亩租金800元；生产高峰期用

工可达100人，一个女工平均每月工

资3000元；村集体每年可获得收入24

万元，大兴沟村从“一穷二白”的贫困

村变成了全县脱贫先进村。

滦平县财政局局长刘小平介绍，

2016—2019年，全县累计整合涉农资

金11.9亿元，其中，投向扶贫产业发

展项目7.2亿元，占比61%，产业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户比率达到100%；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3.9亿元，占比33%，

全县88个贫困村水、电、路、讯、房

得到全面提升，顺利脱贫出列。

四两拨千斤

充分发挥财政涉农资金撬动作用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贫困县可

统筹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规模不断扩

大，如何把这些钱花好，花出更大效

益是各县探索的重点。省财政厅农业

农村处相关负责人说：“河北省各贫

困县积极探索开展产业扶贫、资产收

益扶贫等机制创新，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

会资金参与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脱贫根本之策。丰宁

满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桑爱民介绍：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实施县、乡两级

产业扶贫，重点打造奶业、蔬菜、肉羊、

肉牛、中药材等八大主导产业扶贫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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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扶贫产业园和龙头企业。特别

是开展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后，产

业扶贫资金规模扩大，更有利于发挥

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扶贫。对产业扶贫新建项目，我们

规定社会资本投入与财政资金投入比

例不低于1：1。2019年，我们进一步加

大资产收益扶贫力度，和3个大型扶

贫龙头企业合作，投入资金1.55亿元，

实现带动7400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丰宁驸马山庄集团是丰宁县的扶

贫大户，也是河北省农业产业化扶贫

龙头示范企业。董事长毛宏革介绍：

“集团采取了多种扶贫模式，比如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我们的爱尚羊分公司

通过丰宁县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前两

年按照资产收益的6%，每年拿出420

万元，以后几年按照资产收益的7%，

每年拿出490万元，直接带动贫困户

和贫困村。2019年，公司直接带动了

丰宁县8个乡镇69个村3054户贫困

户增收。再比如扶贫资金入股模式，

吸纳建档立卡户将扶贫资金入股到公

司，每户入股5000元，公司按照每年

10%给予分红。目前已经吸纳贫困户

1568户，每户每年500元的分红。另

外还有以羊入股模式、就业带动模式

等等。” 目前，驸马山庄集团共带动了

3个乡整乡推进扶贫，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1万多户，户均增收1000多元。

在爱尚羊公司工作的何淑革是

受益者之一。“我们一家四口，孩子爸

爸因为腿上有病不能干活，两个孩子

也小，都需要我照顾，以前就靠种地

每年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有了爱

尚羊，我可以在家门口工作，既能挣

钱又方便照顾家里。我现在还是辅助

工，每个月工资3000多块，等学成出

师，成了熟练技工，每个月最多能挣

6000多块呢。”何淑革满是憧憬地告

诉记者。

桑爱民介绍，截至目前，丰宁县

所有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人口由

2014年的13.31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

1046人，累计减贫13.2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39.44%下降到0.31%。

强化资金监管  避免“一放就乱”

资金安全关乎试点成效。贫困县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核心是将大

规模资金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但是

如果忽视监管，简单地“一放了之”就

有可能出现“一放就乱”的问题。因此

做好监管和考核工作至关重要。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试点过程中，河北省积极推

进公开公示。省、市有关部门将涉农

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

工作进度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贫

困县及时在本地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

媒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

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

施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

会监督。严格资金监管。各级政府把

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作

为监管重点。省财政厅以财政部扶贫

资金动态监控平台与河北省监控系统

“双系统”为支撑，对各级各类财政扶

贫资金进行逐环节全流程监控，以实

现扶贫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风险可

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跟踪的目

的。贫困县切实履行资金管理监督首

要责任，把履行监管职责、资金使用

绩效纳入贫困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各级审计、财政等部门把财

政涉农资金作为监管重点，重点检查

统筹整合情况、使用绩效情况、精准

扶贫和精准脱贫等落实情况，以及干

扰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资金的情况。

各级扶贫部门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

立监督，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村委会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

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

制。实施绩效考评。省财政、扶贫部

门将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纳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范

围，并将其纳入扶贫开发工作考核，

评价、考核结果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名义通报。对统筹整合工作开展

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贫困县，在分

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给予奖励和倾

斜；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承德县财政局局长孟凡东介绍，

在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试点工

作中，承德县坚持绩效管理理念，突

出财政扶贫资金绩效目标导向引领和

全程追踪问效，建立了“2+3+3”扶贫

资金绩效管理体系，即坚持财政扶贫

资金绩效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两个

导向”；聚焦扶贫项目安排精准、扶贫

资金使用精准、扶贫资金绩效精准“三

个精准”；强化落实“事前”绩效目标

管理、“事中”绩效执行监控、“事后”

绩效评价应用“三个落实”。2018年承

德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9670.8

万元，安排扶贫项目112个，全部完

成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目标审核、绩

效目标自评工作。全部项目均纳入财

政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进行实时

监控，项目执行过程中实行中期绩效

目标执行监控，对项目和资金支付进

度慢的6个乡镇17个扶贫项目下发了

《扶贫资金绩效执行告知书》，委托三

方会计师事务所对部门（乡镇）扶贫

资金绩效自评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并

开展了重点评价等工作，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部门落实问题整改和县政府考

核工作的依据，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

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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