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建设

“三个结合”
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王树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支

农资金整合，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

举措，并把山西列为全国六个省级整

合试点省之一，进一步加大了对山西

省重点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省财政

厅有关单位积极协调，精心组织，全力

推动，试点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三个结合促整合

（一）坚持以县为主和省市各部

门支持相结合，在发挥县一级的自觉

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一方面，充分

发挥县一级的主动性，坚持以县为主

和主动自愿的原则，省财政厅与省直

农口部门在安排下达项目计划和资金

指标时，对试点县申报的项目，符合

条件的尽可能予以安排，并允许试点

县在不改变资金渠道和用途的情况

下，围绕县里总体规划对项目资金进

行适当调整和整合。另一方面，积极

取得各涉农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在项

目整合过程中，财政部门负责整合项

目资金管理工作，涉农部门承担各部

门承担项目的整合任务，同时为重点

项目建设提供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有力促进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政府主导和遵循市场

规律相结合，在找准选好主导产业和

项目上下功夫。在实际工作中，按照

“减少交叉、强化协调、适应市场、增

强服务”的原则，引导各试点县把投

向相近、目标一致、不同渠道的支农

资金进行统筹安排，以规划带动项

目，以项目整合资金，通过制定统一

的规划，明确资金投向和重点，打造

多层次的整合平台。对所有进入整合

范围的项目，全面进行项目公示制、

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招投标制和项目建设监理制，最大程

度发挥市场的作用。2007年11个试

点县共整合支农资金 4.31亿元，扶持

重点产业50个、特色支柱产业23个、

龙头企业 35个。
（三）坚持统一管理与有效监督

相结合，在发挥项目资金的最大效益

上下功夫。在提高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上，主要抓好四项制度建设。一是项

目库制度，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申报、

统一管理、统一施工、统一验收”的要

求，各涉农部门建立自己的项目库，财

政局建立项目总库，任何部门单位不

得擅自调整和更改计划。二是支农资

金专户制度，在财政部门设立财政支

农资金整合专户，省、市资金下达后，

及时划入支农资金整合账户，单独核

算、封闭运行，做到多个渠道进水，

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出水。三是

资金报账制度，项目启动拨付少量资

金，初检合格拨付主要部分资金，对

初验或复验不合格的工程项目停止报

账。四是绩效评价制度，对投资50万

元以上的项目，按项目完成质量、经济

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考核评估。

在强化项目工程质量上，重点是

建立四大监督体系。一是行政监督管

理体系，县、乡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对

整合项目进行监督管理，所有项目都

在广泛论证的基础上采取会审方式

确定。二是财政监督管理体系，财政

部门对项目立项、建设的各个环节积

极介入，严格把关，确保资金使用过

程的可控性、运行的安全性。三是技

术监督管理体系，每个工程点至少派

1名专业技术人员蹲点指导、跟踪监

督，实行技术终身负责制。四是群众

监督管理体系，选举群众代表，全程

参与监督。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监

督，支农资金整合所实施的项目，基

本做到了质量好、投资少、效益高。

以点带面推整合

各级财政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就

支农资金统筹管理使用的措施和办

法，以及整合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主

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共同研究解决。

工作中，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

财尽其用、各记其功”的原则，在确

保各种支农资金统筹规划、集中投

放的同时，确保财政支农项目管理主

体、支农资金性质用途、检查验收标

准不变，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

作用，有效调动起部门的积极性，形

成“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局

面。并本着“先易后难、先预算内后

预算外”的原则，合理确定整合范围，

根据资金的来源实行不同的管理方

式，加强与审计、监察部门的沟通协

调，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灵活处理。
通过分别召开试点县资金整合座

谈会，进行政策宣讲和专题辅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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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开展

支农资金整合认识上有新提高，思想

上有新收获，工作上有新局面。制定

了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了资金整合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法步骤、配

套措施及工作要求，制定完善了一系

列关于支农资金整合的规定和制度，

使各项整合工作有了规范和依据。根

据各县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基础条件，

打造不同的资金整合平台，明确不同

的资金整合重点，并协助县委、县政

府制定整合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认

真组织实施。建立“试点县联系人制

度”，为每一个试点县确定一名了解

和熟悉支农政策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对各项试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实施

目标责任制管理，省财政厅与各市财

政局，厅农业处与省直农口单位、各

市财政局农业科，层层签订目标责任

书，实行目标管理，严格检查考核，

年终进行验收，落实奖惩措施，确保

整合任务落到实处。

2004年，首先选择吕梁市石楼县

开展支农资金整合试点。石楼县是山

西省最贫困的县，贫困人口占到全县

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周期性返贫现象

十分严重，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26% ，综合经济指

标在全省排倒数第一，在石楼这样的

贫困典型搞好试点，对其他地区具有

很大的示范和推动效应。该县地域偏

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

会发展程度低，全县9.2万农民散居

在506个自然村，其中100人以下的自

然村占55.7% ，最小的一个自然村只有

4户、13口人，73.9% 的自然村不通公

路，15% 的自然村不通电，分散投入

不可能产生效益，对支农资金进行整

合，是改变贫困面貌的迫切需要。

石楼县积极探索支农资金整合

的有效方法，一是提出了“以人为本，

整合资源，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力

实施以移民扶贫开发为主线，建设石

楼新农村”的工作思路，以移民开发、

退耕还林生态建设、枣化杏化产业发

展、一桥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煤炭和

建材工业五大工程为主体，把全县支

农资金投入重点放在 1城（县城）5镇

和 81个中心村，集中力量搞好这些地

方的生产和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二

是部门配合，齐抓共管，明确财政及

涉农部门的职责任务，加强部门之间

的沟通协作，由部门按任务承担资金

整合责任。三是财政部门对整合的项

目资金实行“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

头放水”的资金管理办法，对整合的

支农资金设立专户，对项目资金进行

报账制管理。四是充分发挥农民在基

础设施等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石楼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目前，支农资金

整合试点涵盖了省、市、县三级，进

入整体推进阶段。县一级在去年每个

市选定 1个试点县的基础上，今年又

增加了13个县，试点县总数达到 24

个，既有清徐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县，

也有古县等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县，

基本涵盖了好中差不同层次，通过探

索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开展支农

资金整合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为在更

大范围推开奠定基础。吕梁市成为支

农资金整合试点市，在全市 13个县

（市、区）统一开展试点。省级也在按

照中央要求，探索省本级层次的支农

资金整合。从试点进展情况看，各县

均制定了实施方案，作出了具体规划，

加大了推进力度，工作进展顺利。

成效显著话整合

经过近 3年的试点，全省支农资

金整合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提高了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解决一些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难题，办成了许

多多年想办而办不成的大事。

二是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通

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刀刃上，移民搬迁、

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步伐明显加

快，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务脱贫

有了突破性进展，山水林田路得到综

合开发，一批特色小城镇和新农村

相继建成。如石楼县罗村镇新农村建

设工程实施 2年来，整合投入资金近

3000万元，新建街面房及居民用房近

3万平方米，完成街道改造 1500米，

新建广场1万平方米，修建了下水道，

安装了路灯，绿化了街道，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三是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通过

集中资金，保证了一批对全县发展、

财政收入、农民增收有重大带动作用

的产业和项目的建设需求，形成了县

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增长极。

四是带动了各方资金投入，实现

了财政支农资金与部门资金和社会

帮扶资金的合理对接，放大了财政支

农资金使用效益。如阳泉郊区整合支

农资金 300万元，带动了社会建设资

金 700多万元。

五是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潞城

市集中支农资金建成的神龙公司甜

糯玉米深加工项目，带动农户增收近

2000万元，人均增收 100元以上；山

西奥泰美生物制品公司万寿菊、辣椒

红素项目，带动了5个乡镇 1.5万多农

户，可使每户农民增收 1万多元。

六是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

了基层工作从“要钱”向“管钱”转变，

从跑项目、争项目向定方向、管项目

转变，从侧重搞好上下级关系向注重

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转变。
（作者单位 ：山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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