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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甘肃财政工作新局面

周多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近年来，甘肃省财政收支规模逐

步 扩大，整 体实 力明 显增强。2003

年到 2007 年的五年间，地方财政收

入增长 2 .5倍，年均增长 20.1% ，大

口径财政收入增长 2 .68 倍，年均增

长 21.8% 。财 政 支 出 增 长 2.46 倍，

年均增长 19.8% 。职工工资、机构运

转、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连续五

年实现收支平衡，并消化部分历年赤

字；支农惠农政 策落实 有力，民 生

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公 共保障水平

逐步提高，基层困难有效缓解；财政

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改革不断深化，渐趋规范。今后一

个时期，甘肃财政要进一步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新起点、着眼

新任务，下大力气在理财思路和管理

措施上有新的突破，努力开创全省财

政工作新局面。

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全

力支持经济发展。必须始终把支持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第

一要务，树立“大财政”思想，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工

作，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

态环境补偿机制，支持发展现代服

务业，鼓励自主创新，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促进科技进步，积极推进经济

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充分发挥

财政投 融资作用，积极利用 贷款贴

息、以奖代补、投资参股等方式，最

大限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有效放大

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带 动社会资

金投入到项目建设上来，培植培育新

兴财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

久的增长动力，推动财政收入再上新

台阶。

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加

快推进各项财政改革步伐。按照基

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建

立科学合理的财力分配调节体系，不

断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序推进“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乡财县

管”机制，推行“村财乡管”管理方式。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

支付规模和比例，落实县乡最低财政

支出保障机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继续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

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改革进

程，加快构建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机

制，逐步健全以预算编制、执行、监

督和问效为 主体的公 共财政管理体

系。将部门和单位 利用公 共权力和

公 共资源取得的各类非税收入逐步

纳入预算管理，促进同级政府部门和

单位间公 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民生意识，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在支农惠农方

面：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积极推

进支农资金整合。不断完善多元化、

多层次的支农资金投入机制，落实对

农民的补贴政策，积极探索农民稳定

增收的长效机制。在教育方面 ：将义

务教育全面纳入公 共财政保障范围，

支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实行省

属师范院校毕业生下基层“以奖代补”

制度。积极支持发展职业教育、远程

教育和继续教育。不断完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政府资助体系。在社会保障

方面：建立健全覆 盖城 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探

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体系，改进和完善

下岗失 业人员就 业扶持政 策。支持

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实施农

村特困群众危房改造工程。在医疗卫

生方面 ：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大城

乡医疗救助力度。支持深化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医疗

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四是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切

实推进财政法治建设进程。深入推

进财政管理政务公 开，财政预算、转

移支付、公 用经费定额 等财政信息，

都要按规定予以公 开，重大资金安排

使用的决策要逐步引入听证、论证机

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的规范性

和透明度。要加快建立财政系统内部

的业务信息平台，逐步实现对预算编

制、执行和资金拨付实行全过程动态

监控。要主动接受人大、审计、舆论

和群众的监督，不断强化对财政运行

的监督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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