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人代会财政厅局长代表建言

建设服务型财政
  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李 岷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财政厅厅长

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完善

公 共财政体系、加大公 共服务领域投

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等是公共财政

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今后一个时期，

贵州财政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

进公 共化为取向，以实现均等化为主

线，以信息化为依托，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不断推进贵

州经济社会发展。

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

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是支持“交

通优先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围绕建

立高速、高等级公路以及铁路骨架，完

善多种运输方式相配套的综合运输体

系，提高贵州与周边省（市、区）的融合

度，带动全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二

是支持水利事业发展，继续加大对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烟水配套工程、“三小”

（小水窖、小水池、小水库）工程建设

资金的投入，确保在 2009年以前实现

农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达0.5亩，确保

在 2012年以前基本解决全省农村饮水

问题。三是支持发展工业经济和城镇经

济。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贴息等多种政

策手段，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

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支持因灾停产的

企业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力争全年工业

增产、增收、增效。四是抓好全省旅游

市场的恢复与发展，发挥旅游业在第三

产业的龙头作用，力争一产、二产损失

三产补。五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逐步增加

政府统筹财力。六是健全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和研究提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政

策建议，进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

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着力改

善贵州农村落后面貌。一是在确保对农

业投入法定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加大

投入力度，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

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二是进一步做好新

阶段财政扶贫工作，加大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农业产业化、生态畜牧业、特色

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等投

入，支持农村困难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三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认真落实对农民、农业的优惠政策，进

一步探索完善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

机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四是注重整

合各类支农资金，加强农业项目建设规

划，搞好农业相关项目的协调与配合，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大社会事业投入，更加关注

民生。一是切实保障教育、科技、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节能减排、文化、扶

贫开发等各项重点支出需要，使全体人

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贵州建设。

二是按照省委“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和“要把生态修复作为战略性任务和基

础性工作来抓”的要求，继续加大环境

保护投入，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三

是抓好贵州因灾倒塌民房和农村危房

建设，切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

工作。

四、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

水平。一是不断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

制。紧紧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研究划分省以

下各级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促进财

力与事权相匹配；进一步健全科学、规

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增强基层政府的财政保障能力，缓解县

乡财政困难状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省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不

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建立包括部门人员、资产和

所有收支情况在内的预算基础数据信息

库，逐步建立和完善项目库，实现项目

库滚动管理。三是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安全规范

高效运行机制。四是进一步深化政府采

购制度改革，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规范

采购行为、强化监督管理。

五、坚持依法理财，强化财政监督。

一是完善财政监督体系，建立健全预算

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相制约的监

督体系。二是建立健全覆盖财政收入、

支出、管理全过程的监督检查机制。三

是加强财政重点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

作，逐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有效的

财政支出考评机制。四是加强对单位会

计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切实整

顿和规范会计秩序。五是自觉接受法律

监督，接受人大、政协以及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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