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限制甚至惩罚性税收政策。三是完

善经济发展成果考核体系，引导各地

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结构，转

变 经济 增长方式。

加大 “三农”投入

  支持新农村建设

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积极支持

新农村建设。一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

的投入力度，建立财政支农支出稳定

增长机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对“三

农”的扶持，由主要靠“少取”转向 “多

予”阶段。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的思路，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确保财政支农支出依法稳定增长，确

保各级每年新增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支出重点用于农村。在此基础上，调整

存量，用好增量，整合各项支农资金，

引导社会资金，大力支持农业综合开

发、农业防灾减灾、优势产业提升、节

约型农业建设、科教兴农、农业生态保

护等工作，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现

代农业。二是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建立农民减负增收长效机制。重点抓

好三个方面：支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精简机构和人员，五年内乡镇财政供

养人员只减不增。加快建立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完善粮食、良

种、农机购置“三补贴”政策，加大补

贴力度，扩大补贴种类和范围，研究建

立农民种粮综合补贴制度。三是扩大

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面，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

时，调整支农资金使用方向和重点，从

以支持农业生产为主，转向支持农村

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把农村公益

事业逐步纳入财政支持范围，提高农

村公共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农民享受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坚持以人为本  健全支出体系

财政支出要向重点事业倾斜，促

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快速发展。加大

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建立完善的现代

教育体系。支持公共卫生事业加快发

展，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传染病救治和

紧急救援体系。支持发展文体事业，推

进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加强基层文化、

体育设施建设，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作。推进“平

安山东”建设，支持强化社会安全、生

产安全管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财政支出要向困难群体倾斜，着

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

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完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企业基本养

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实现省级统筹。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困难群众医

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救助制度。健

全财政扶贫机制，减缓社会成员收入

差距扩大趋势。财政支出要向困难地

区和基层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发挥烟台、济南、菏泽三个中心

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发挥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平衡

地区财力差距。建立缓解县乡财政困

难的长效机制，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围

绕支持 30 个强县、 30 个弱县的政策，

积极推进县乡财政建设，提高基层财

政保障能力。

（作 者 为 山 东省 财政厅 厅 长）

纪念废止农业税条例暨全面取消农业税座谈会召开

2 月 22 日，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在京联合召开纪念废止

农业税条例暨全面取 消农业税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回 良玉参

加 了会议。回 良玉副总理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是惠及亿万

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他

指 出，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不 等于农民负担问题完全解决 了，

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尚未

建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任 务仍很繁重。要加 快推进以 乡镇

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 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

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

财政制度。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润 农业，让公共财政的

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农民。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发言中透露，从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 1 03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完善，

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 780 亿元，地方财政将安排财政 支出 250 亿元左右。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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