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区。二是继续探索完善种粮农民

利益保障机制和产粮大县财力补助机

制，使种粮农民利益得到较好保障，产

粮大县财力得到有效补偿，逐步改变

“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增强

种粮农民和产粮大县重粮、 抓粮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三是在认真落实保护

耕地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水利建

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增加防灾减

灾和生产救灾投入，逐步提高土地出

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确保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耕

地开发整理项目等，努力改善粮食生

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完善支持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的财政政策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提高民生质

量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客观要求。近年来，河南财政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大幅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投入。全省财政用于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支出由 2003年的 156 亿元增

加到 2006年的 332亿元，今年将突破

400亿元，初步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供

养制度，实施了农村道路“村村通”、农

民安全饮水、农村沼气利用、广播电视

“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广大

农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了公共财政阳

光和经济发展成果。但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不足，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

仍是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

谐社会的主要因素。为此，河南财政将

认真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

生育事业经费等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

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

发展的投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

村基本救助体系和农民工及被征地农

民的社会保障政策，改善农民出行、饮

水、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等基本生活条

件，逐步改变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公

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能

享有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在认真落

实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政策 、 增强县

（市）自 身保障能力的同时，进 一步完

善转移支付制度，扩大公共服务均等

化转移支付，规范社会事业发展专项

转移支付，提高基层政府改善民生和

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缩小城乡

差距；进一 步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和有

关财税政策，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

采取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等

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和农民个人增加

对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

入，形成政府、社会与个人合力改善民

生的良好机制。

完善促进农民增收长效

机制的财政政策

富裕是“和谐之基”。近年来，河

南财政坚持“多予少取”，不断深化农

村税费改革和完善对农民的补贴机制，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减轻农民负

担 101亿元，今年对农民的各项补贴已

达 143亿元。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支持

发展劳务经济，壮大县域经济，使农民

在经济发展中增加收入。今后，要继续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认真落实和完善对种粮农民

实行粮食直补、 良种补贴等惠农补贴

政策，完善补贴发放机制，扩大“一 折

通” 使用范围，确保农民真正得到实

惠。二是支持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

工资性收入。加大农民就业技能培训

投入力度，提高其就业能力，促进农村

劳动力转移；规范农民工进城就业税

费管理，营造公平就业的财税环境；完

善财税政策， 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

展，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三是支持农业

专业化合作组织发展，促进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与农户的有机结合，带动农

民增收。四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整合

各类扶贫资金和项目，以整村推进、劳

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为重点，

着力促进贫困人口增收。

责任编辑  刘 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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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际，财政部各司局党员干部职工认

真收看收听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报告。在党员干部座谈会上，

许多同志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学习十七大报告的体会。中
国
财
政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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