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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实力不

断增强，使得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财税政策得到落实，一大批过去

“想为”而又“难为”的好事、实事已

成为当地党委政府惠及千家万户的

“民心工程”。农民也在改革中先后享

受到了耕种农田不交税、 学童上学不

缴费、住院治病有报销、特困对象有定

补的 “民生财政”待遇。翻开 2007 年

宜昌市级财政预算方案，涉及到改善

民生、体恤民情、解决民苦的支出安排

总额达25.78亿元，占据了市级政府支

出 54% 的比例。

弱有所靠

通过近年来的扩覆提标，宜昌市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贫困对象现

已达到 8.1 万户 18.7万人。按照调整

后的标准，全市城区居民月均最低生

活保障金标准已达 180元；县市区城镇

居民月均标准在2006年基础上人均每

月提高 15元后达到了78元；贫困农民

月均补助水平也达到了 30.5元，全市

今年共筹集低保资金 1 .35亿元。

为解决城乡贫困群体的住房问题，

宜昌市财政在为 681 个城区贫困户发

放廉租房补贴的同时，通过财政补贴

等方式，两年共修建经济适用房 1598

套。各级财政部门结合扶贫和新农村

建设，共投资 1234万元为全市部分农

村贫困户修建了砖瓦、 砖混结构的住

房。全市财政还投入 893万元，消除了

城乡无电视机住户。

老有所养

宜昌市财政一方面加大社会保险

基金的扩面征缴力度，一方面落实退

休人 员社保基金提标政策，确保了享

受对象及时足额领取社保基金。2006

年以来，全市先后两次提高社保费发

放标准，人均每月提高 160元。今年全

市社保费支出预算为 18亿元，涉及退

休人员 10万人，并实现了所有经费由

商业银行直达享受对象个人账户。全

市城区鳏寡孤独和农村“五保户”在册

人数现为13805人，按照集中供养和分

散供养相结合的办法全部得到了妥善

安置。

宜昌市、 县两级财政还全面启动

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市级财政

安排资金 3500万元，为让出土地支援

项目建设的农民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

病有所医

“小病拖，大病磨，实在不行找巫

婆”。这是过去城乡普遍存在的一种愚

昧现象。如今，合作医疗作为一项福利

走进了宜昌市的千家万户。

为切实解决城乡市民看病难、 看

病贵问题，宜昌市财政部门全面启动

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2006 年 12月 1 日，专

门为城区 3 .8 万低保对象提供医疗服

务的惠民医院正式开放接诊，市财政

累计安排补助资金225万元，使城市低

保对象就医享受到了 17项免费、10项

减半收费、药价平进平出的优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今年在宜昌市农村

全面推行，“参合”农民每人只需出资

15元，便可获得财政部门40元的补助，

全市财政争取和配套投入的补助资金

达 1.1 亿元。

与此同时，宜昌市各级财政还从

本级财力中编列了 “城乡困难群众大

病救助”专项预算638万元。城乡困难

群众在享受惠民医疗和合作医疗的同

时，还可享受大病医疗救助。2007 年

上半年，全市共有 1690名困难市民申

请到大病医疗救助，总额达 421 万元。

学有所惠

从“两免一补”到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新机制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子已不再为学费发愁。2007年

春季，宜昌市 30 多万名农村中小学学

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8万多名学生免

费获得了教科书，3万多名贫困寄宿学

生获得了生活费补贴。2007年，财政部

门共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新机制改革资金

1 .2亿元，其中免学杂费6551.23万元，

免教科书费 826.57万元，提高公用经

费补助标准资金2226.61万元，校舍维

修改造资金 1808.7万元，贫困寄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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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补助 556.92万元，农民从此结

束了为义务教育 “买单”的历史。

岗有所造

近年来，宜昌市各级财政把支持

就业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2007年，全

市财政用于就业再就业的预算资金较

去年增长25%，先后让7万人走上了就

业岗位。其中用于企业安置特定对象

就业的社保补贴为 1336万元；用于消

除“零就业家庭”子女培训和下岗失业

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为490万元。

目前已有8532人得益于社保补贴实现

就业，有 4100名“零就业”家庭成员

和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培训成功实现就

业和再就业。

在农村，宜昌市财政部门 2007年

共筹集资金 3098万元，分别用于富余

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和贫困地区劳动

力转移培训，全市共选定 48家职业技

术学校为“阳光工程”定点培训机构，

每培训转移一名农村劳动力，财政部

门即给培训机构人均 34 8 元的补贴。

2007年上半年全市已有9045名农村劳

动力接受培训，其中7782人实现了转

移就业。2004年至今，全市通过培训

输出的农村劳动力已达 10.2万人。

富有所帮

宜昌市农民在享受2002年以前的

3.19亿元税费全免政策的同时，如今

还享受到了种养拿补贴、 购置领补贴

的待遇。

2007年 8月中下旬，全市 69.8万

户粮农分别按亩平 10.71 元和 19.61

元的标准领到了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

资金，财政部门共发放粮食直补资金

3851 万元、综合直补资金 7373万元。

全市财政部门按每头母猪50元的补贴

标准，共发放专项补贴资金1290万元。

农民购买收割机、插秧机等农业机械，

也能和地方财政分担购买额度，2007

年农民购买农机可享受的财政补贴达

到了467万元。财政部门还投资513万

元，通过政府采购为粮食主产区直接

发送了各类农机2114台（套）。为帮助

农民防止疫病给畜禽养殖业造成损失，

市级财政今年追加疫病防控预算 797

万元，完成了全市范围内的疫病预防

与扑杀。

为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宜

昌市各级财政积极落实配套资金，千

方百计推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仅今

年就启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19个，其

中 8 个土地治理项目的无偿投入达

3970万元，将有 3.8 万农民从根本上

改善耕作条件，提高产出效益。全市财

政按农业人口人均 10元的标准，编列

了农村公益服务“以钱养事”预算，总

额达 2737万元。农技人员为农民种养

提供的市场化服务，全部由政府财政

支付报酬。

难有所解

过去，农村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

都得通过向农民征收共同生产费予以

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这种收费的取

消又使得农村出现了一批 “一家一户

办不了、一村一庄办不好”的急难事。

从 2003年起，该市财政部门逐年加大

了对村级公路和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

到今年上半年，市财政累计投入 6.05

亿元，完成了 5100公里村级公路的硬

化。去年投入3666万元改水专项资金，

使西部山区缺水农民实现了饮水无忧。

从 2006 年起，全市财政共集中财力

1698.7万元，支持了村级组织办公活

动场所建设和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全

市共有 457 个村在不向农民收取分文

的前提下完成了办公活动场所的建设。

与新农村建设交相辉映的是，宜

昌市财政围绕宜昌市 “三城联创”战

略，聚积财力支持了城区道路改造和

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仅 2007年市

财政投入城区道路建设的资金就达

6986万元；特种废物处理中心、临江

溪、沙河污水处理厂等一批惠及 40万

城区居民的环卫项目也在市财政2000

万元的投入保证下得以正常运转；一

批公园绿地、健身场所也实现了“零费

用”向市民开放。

察有所途

公共财政是阳光财政、透明财政。

如何确保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无障碍

落实呢？宜昌市各级财政自 2006 年

起，利用互联网全面及时地公开了每

一笔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财政资金的

使用情况，确保了全市市民知情察政

的民主权利。

2006年，宜昌市财政部门共公开

财政专项资金 49项、 转移支付资金 5

项，资金总额达 17.95亿元。2007年，

全市又公开了新发生的60多项财政专

项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和

各级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本级财政资金

30多项，资金总额达 14.55 亿元。为

方便群众监督维权，全市各级财政部

门共设立免费查询点669个，并配有指

导群众查询的服务人员。任何一笔资

金的总额、分配政策、拨付时间、到户

到人等详细情况，都能在互联网上查

清楚。目前，点击市、县两级“财政与

编制政务公开网”查询财政政务、资金

信息的群众已达 17万人次，全市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投诉一直保持着 “零

记录”。

（作者单位：湖北省 宜昌市财政局）

责任 编辑  周 多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
	民生财政惠及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