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人代会财政厅局长代表建言

高度重视民生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王和山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财政工作上涉国计，下及民生。改

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也是财政工作的

重中之重，要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财政的一种责

任、一种义务、一种感情。按照公共财

政的要求，围绕自治区政府确定的民生

计划，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把财

政投入的重点转向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为老百姓

办好事、办实事，让人民群众得到更

多的实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是重点保障基本民生。今年要

在确保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救灾救

助等民生领域投入增加的基础上，加

大对全民创业活动、廉租房制度建设、

新型农民培育计划的支持。

二是着力促进义务教育发展。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加大投入并

促进均衡发展，逐步实现教育公 平。

进一步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提高中小学校公用经费标准，提高

困难学生、寄宿生 生活补助标准。按

照“四个一”的目标要求，支持每个乡

（镇）建好一所标准化初中和中心小

学，每个县建好一所标准化示范高中

和一所职教中心，每个市建好一所职

业技术学院。实施补助政策，使全区

中小学生都能上得起学、不辍学。三年

后要达到初中升高中（含职业教育、职

业技术学院）的比例在 90% 以上，确

保初、高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都能

进入职业技术院校学习，初步形成乡、

县、市三级基础教育网络格局。抓住

宁夏作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化

债试点省区的机遇，摸清底数，锁定债

务，主动化解，在今年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大庆前全部化解农村“普九”债务

和乡镇债务。

三是着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设

施农业效益好、附加值高，能够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

个方向。宁夏日照时间长、光合作用

强，土质污染轻，具有发展设施农业

的优势和条件。宁夏干旱带农业结构

调整中要把设施农业作为一个大产业

来抓，围绕建设“三个百万亩”设施农

业和旱作节水农业生产基地，建立和

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导向、农民和信贷

投入为主体、吸引企业积极参与为补

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建立设施农业

风险担保基金和保险机制，引导各类

企业、资本、技术参与设施农业开发

建设。积极整合项目资金，必须保证每

年筹集1.5-2亿元用于设施农业发展，

力争将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建成西

北地区“冬菜北上、夏菜南下”的无公

害、外向型生产基地，打造宁夏设施

农业品牌。此外，财政部门还要针对

今年的雪灾影响，深入研究育苗基地、

技术改进、以奖代补、风险基金、保

险等具体问题，资金要早下达，项目

要早实施。

四是要着力支持节能减排。节能

减排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途径，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宁夏

经济还属于开放式增长，万元 G D P 能

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要加大节

能减排工作的支持力度，认真研究支

持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和有效机制，

严格奖惩。建立“以奖代补”机制，采

取财政奖励资金与节能减排量挂钩的

办法，多节能减排的多奖励，达不到节

能减排目标的予以处罚。

五是加强农村“ 三财”（财政、财

务、财产）管理。农村“ 三财”管理工

作，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既是财政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 共财政的

重要基础。灵武市农村“三财”管理的

做法，是农村公 共财政管理方面的一

种创新，今年要在全区农村全面推行。

坚持“四权不变”的原则，实行“村财乡

管”，探索村财委托管理办法，规范农

村财务和资产管理。优化和整合“一卡

通”信息系统与农村“三财”管理系统，

合二为一，将农业、民政、社保等直

补农民资金和直接实物发放，全面纳

入“一卡通”信息系统管理，使之更加

方便、快捷、高效、规范，降低运行成

本，提高农村财政信息化水平。完善农

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采取民

办公助、以奖代补，调动农民参与村内

公共设施建设。推行“以钱养事”机制，

建立新型农村公 益性服务体系，促进

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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