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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思考

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的原则，

由村级组织负责管理和维护。对于无集

体收入或集体收入很低的村居而言，不

能满足项目管护发生的费用，项目管护

制度等于“纸上谈兵”。随着奖补面的不

断扩大，农村各项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但由于没有专门管护经费，建后无人管

理现象普遍发生。

四是渠道投入单一，村级公益事业

资金投入不足，且部门利益较重。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出台，给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历史欠账

较多，公共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农民的基

本需求。部门安排的涉农资金自上而下

存在着部门割据、条块分割的问题，在

项目申报、项目建设、项目安排等方面

各行其是，不能形成合力。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山东省淄

博市淄川区财政局坚持“先批后建、先

建后补、自下而上、分级负责”的原则，

以“乡村连片治理”为主，整合涉农资金，

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努力实现“一

线一名一主题、一村一韵一特色”的美

丽乡村格局，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

一是抓好项目统筹规划。结合地域

广、村居多的特点，引入项目竞争机制，

优先支持镇办领导重视、村级组织干劲

足的村居。结合镇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重点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项目。

结合 2013 年实施的“乡村连片治理”试

点项目，充分发挥示范推动作用，加快

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建立优质项目库。

以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整镇整村推进

为原则，优先对村两委班子强、农民聚

居相对集中、积极性高的村居优先给予

财政奖补。同时，对偏远和经济条件薄

弱的村居适当倾斜，促进全区农村公益

事业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二是整合涉农资金，促进农村综合

改革向纵深发展。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将财政奖补资金与发改、开发、交通、水

利等部门的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按照“渠

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记其功、形成合

力”的原则，积极引导和调动各方面的

投入，吸收其他各类资金用于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鼓励村级组织增加投入，倡

导社会各界捐赠赞助，有效利用部门帮

扶资金和村企共建资金等，加快形成村

级公益事业建设多元稳定投入的新机

制。如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道路建设项目

与“村村通”相结合，群众饮水项目与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相结合等。并把此项机

制引入城镇化建设，结合合村并居，促

进中心社区建设有序进行。建立健全涉

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联席会议制度，

避免项目重复交叉和相互脱节，做到统

筹安排、捆绑使用。

三是完善工作机制，放宽财政奖补

对象标准，设立项目管护资金。完善工

作方法，努力降低议事成本，做到“一事

一议”的具体办法既符合程序规定又结

合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灵活掌

握。放宽财政奖补对象标准，将村居按

照民主议事程序和筹资筹劳政策建设村

级公益事业的项目，列为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对象 ；为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集体

积累和社会捐赠开展的公益事业建设项

目，也列入财政奖补对象。建立起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长效机制，

参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护方式，建议

上级出台项目管护办法，设立专项管护

资金，管护资金总额设定在年度投资额

□杨宏伟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是继土地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免

除农业税之后，又一项最大的利好政策，

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大创举。从近几年

的实施情况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最大限度整合优化了农村各类资源，推

进了城乡基础设施基本服务均等化，密

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亟待完善。

一是资金配套困难，区县配套资金

比例过高，足额配套难度大。目前，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区县配套比例占财政

奖补资金总额的40%，“乡村连片治理”项

目区县配套资金占财政奖补资金总额的

20%。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区县财政基本

上都属于“吃饭财政”，受宏观经济影响，

区县财力增长有限，而民生保障等刚性支

出增长迅速，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随着奖

补面的扩大，区县财政的配套资金将相应

增加，区县财政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是议事程序复杂，存在“人难聚、

事难议、议难决”现象。农村青壮年大都

外出打工经商，留守在家的多为老人、妇

女和儿童，人员很难集中。有的贫困村虽

然非常需要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但

是由于筹资筹劳手续繁琐，村民无能力

筹资，只好忍痛放弃申请财政奖补项目。

此外，部分村干部在议事过程中随意性

大，嫌麻烦、图省事，为求效率、赶时间，

减少某些环节，造成议事程序不合法或

筹资筹劳超出农民负担标准。

三是项目重建轻管，村集体收入薄

弱，无专项管护资金。目前政策规定，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竣工后， 按照“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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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5%，从每年的项目资金中按比例

提取一快，各级财政再按比例安排一块，

从而形成稳定的管护资金来源，保证工

程正常长久使用。

四是强化项目监管，确保项目建设

扎实有效。完善基层公示制度，建立健

全档案管理，严格执行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标准，对奖补项目筹资筹劳、申报审

批、财务公开、工程发包、质量检查、项

目公示、档案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管，保

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规范运作。项

目确定后，明确项目建设标准和施工期

限，实行“一月一调度，完工承诺制”的

办法，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财政奖

补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工作日常调度和

项目实施督查的基础上，严把程序合法

关、项目质量关、资料验收关、资金使用

关，抓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审核验

收工作。严格执行奖补资金镇级报账制，

加强一事一议资金收取、使用情况的检

查审计，检查审计结果及时进行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财政局）

责任编辑  李艳芝

秸秆还田不能“还田了事”

民自行购买机械，不掌握科学选择适合

本地情况的能力，秸秆破碎块头较大也

不易腐解，影响了农作物成苗率和收

成。因此，要科学实施秸秆还田，实现

作物秸秆“变废为宝”，财政部门在资金

的投入方面应该协调主管部门因地制宜

地加以推广。

目前，秸秆还田有直接还田和间

接还田两种方式。直接还田可省去多

道工序，降低成本，实现直接收益，是

最经济的一条途径。但应该看到，我国

幅员辽阔，存在一些环境特殊、不适合

采用直接还田的地方。因此，在大面

积推广秸秆还田之前，主管部门一定

要通过对比实验，研究影响秸秆腐解

速率的主要因素（如碎秸秆的大小、湿

度，秸秆层的覆盖厚度，氮肥和秸秆的

比例等）之间的关系，结合相关实验数

据的结果分析，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优

化实验方案，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最

佳还田方式，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技

术体系。对于适合直接还田的地区，可

通过财政奖补机制引导农民购置先进、

适用的机具，引入技术含量高、适用性

强的机具和设备，加快适销对路秸秆

还田机具的推广使用。同时，结合相关

的配套技术，降低设备使用成本，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对于不适合直接还田的地区，要提供

条件实现间接还田。

另外，秸秆还田后，主管部门要加

强技术指导，拓宽思路，通过政策引导

发展新兴产业。如可以制造秸秆蜂窝

煤，打造秸秆利用产业基地，生产可降

解的包装塑料等。这样不仅利用了资源

保护了环境，还可促进农民增收、解决

农民就业，实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

的结合。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

管理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

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  王静君

□韩溢  刘东文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作物

秸秆的常规处理方式（如做饭取暖、饲

养牲畜、沤粪施肥等）越来越远离农民，

作物秸秆由“农家宝”逐渐演变为“废

物”，其处理方式也日益成为一个令人

头疼的问题，秸秆露天焚烧加上生活燃

料占秸秆总量一半以上。不仅造成了巨

大的资源浪费，还引起了环境污染等重

大问题。

近年来，不少地方通过财政奖补等

形式，逐步推广“秸秆还田”，即农作物

秸秆经铡细或粉碎后直接翻入土壤。科

学研究证明，此举可有效改善土壤理化

性状、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强

土壤微生物活性、提高土壤肥力，有利

于作物高产。同时，秸秆还田可减少化

肥使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但据笔

者了解，在高原地区空气冷凉、干燥，

降水较少，不利于秸秆的腐解。加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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