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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规范高效运行。同时村级也出台了具

体的资金监管措施，如坝上村成立了

村务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工程

进度、项目质量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确保在阳光下操作。每一个项目都由

理事会成员对资金明细账单和建设成

果进行审核，做到村级扶贫资金管理

使用公开公正、阳光透明，确保扶贫

资金一分一厘都用在老百姓身上。同

时在“五老人员”（老干部、老党员、

老教师、老模范、离退休老同志）中推

选成立村庄整治理事会，强化对资金

使用、工程进度和质量的监督，确保

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二是全面实施资金绩效管理。加

强各类资金绩效管理，通过科学设立

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目标审核，落实

绩效运行监控，强化绩效评价考核，

并将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项目管

理工作始终。如 2019 年市财政通过

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涉农整合资金中的

村庄整治项目开展了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通过加强对资金的绩效管理，将

资金的安排使用与资金使用绩效直接

挂钩，并将资金使用绩效作为政府安

排项目资金的依据，确保每一笔财政

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让每一分脱贫

攻坚投入都给贫困群众带来实惠。

三是实行动态监控机制，严格财

政监督。全面推动资金动态监控管理

机制，对各类资金实行全流程、逐环

节、链条式追踪，全面了解掌握资金

的安排、拨付、支付进度，及时发现

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着力解决资

金监控到项目、到人、到企业的“最后

一公里”问题。把加强资金财政监督

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聚焦脱贫攻坚

责任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地

和项目资金监管 , 不断强化财政监督，

完善制度机制，促进财政脱贫攻坚各

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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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安丘市财政局坚

持节俭办一切事业，以改革的思维和

办法抓统筹、压支出、盘存量，以政府

过紧日子换取群众的好日子。2018 年

以来，连续三年财政管理绩效评价进

入全国县级前 100 名。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把资

金使用效率“提”上来

坚持责任全链条、绩效全覆盖，

加快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确

保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一 是 推 行 零 基 预 算。改 变 以 往

“先有资金、后定项目”“基数 + 增长”

山东安丘：以改革思维过紧日子
          全力保障群众过好日子
宋金华｜孙西明｜李涛

的预算编制方式，对财政预算支出实

行零基预算管理，根据不同单位特点

和实际需求，分类制定项目、公费支

出标准，逐项审核单位支出需求，严

控无实质性内容支出。

二是抓实评审评价。创新绩效评

价“联合评价组”模式，综合考虑目标

实现程度、项目实施进度等因素，组

织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挂钩，为预算精准编制和执行提供

支撑。2020 年以来，通过“联合评价

组”评价项目 20 个，审减金额 1.41 亿

元。坚持“不唯减、不唯增、只唯实”，

严 格 各 类 投 资 项 目 评 审，2020 年 以

来，83 个评审项目审减额 3.3 亿元，审

减率 17.3%。

三是整合盘活资金。统筹各类收

入来源，全部纳入年初预算，以项目

为主线，加大对创新创业、精准扶贫

等重点领域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大

事。建立结转和结余资金清理机制，

将结转资金统筹用于急需资金支持的

领域，当年全部形成实际支出，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益。

健全厉行节约管理机制，把非急需

非刚性支出“压”下来

建立政府过紧日子的常态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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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优化支出结构、压减支出规模

上下狠功夫，把“该减的减到位、该压

的压到底”。

一是严控一般性支出，在源头中

“缩”。坚持先急后缓、分类压减，对政

策目标不明确的一般奖补类支出、可

暂缓实施的项目支出全部收回，大力

压减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活动费

等支出规模，非急需、非刚性项目支

出和一般性支出连续 3 年压减。

二是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在

执行中“压”。规范出国（境）经费预

算编制、调整程序，年初应报计划未

报的不予调整经费预算，无法执行的

经费全部收回。严控公务车辆购置审

批、报废更新和公务接待标准规模，

严禁购置一般公务用车，“三公”经费

连续 3 年压减 18% 以上。

三是严控资产更新、维修改造支

出，在管理中“减”。严格控制通用资

产配置计划，严禁超标准、超限额配

备，未达到淘汰年限、不影响正常使

用的一律不予重新配置 ；经批准的资

产配置原则上由公物仓调拨或借用，

无法调剂的再列入预算。

加快经营性事业单位和国企改革，

把行政成本“降”下来

针对经营性事业单位普遍盈利

能力差、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状况，

2020 年以来，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壮

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启动经营性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妥善

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大幅降低

了行政运行成本。

一是对改制单位，结合职工年龄、

工龄和个人意愿，制定统一安置标准，

提前离岗一批、转入企业一批、辞退

解聘一批，完成 9 家经营性事业单位

转企改制，收回事业编制 270 个，每

年节省财政资金 180 万元。

二是按照“行业相近、产业关联”

的原则，优化整合 23 家国有企业，新

组建 6 家国有集团公司，盘活闲置资

产 3200 万元，实现了国有资产优化整

合、保值增值。

健全政府风险防范机制，让经济社

会运行“稳”起来

将“防风险”与“促发展”同步谋

划，实现风险整体可控与经济稳步增

长“双赢”。

一是严控债务风险。坚持“开前

门”“堵后门”“拓通道”三管齐下，通

过财源培植、平台剥离、债券替代、

项目严控等措施，规范化解存量债务，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债务风险等

级实现逐步降低。

二是加强信息公开。将公开透明

贯穿财政改革和管理全过程，在财政

预决算公开基础上，将“三公”经费、

政府采购、国资国企、绩效评价等情

况全面公开，实现单位全覆盖、内容

全细化、过程全方位，全力打造“阳光

财政”。

三是强化监督问效。将财政监督

与审计监督、纪检监督和社会监督有

机结合，构建大监督格局，共查处违

规和管理不规范金额 2.87 亿元，审核

政府投资额 1.93 亿元。

政府紧日子换来群众好日子

安丘市通过节支集中财力，把有

限的资金用到保民生、兜底线上，用

行政开支的“只减不增”，实现民生支

出的“只增不减”，近五年，民生支出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始终保持

在 80% 以上，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一是公共服务大幅提升。累计投

资 20 亿元，新建改扩建安丘一中等中

小学校 48 处、普惠性标准化幼儿园 48

处，招聘教师 1743 名。人民医院北院、

青云山文化广场、市阳光康养中心等

一批民生重点项目建成投用，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教育、医

疗、康养服务。

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机衔接成效显著。在全力支

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继

续保持财政扶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安排产业项目资金不少于财政

衔接资金 50%，持续稳定帮扶项目收

益，140MW 集中式光伏电站每年发放

项目帮扶金 1545 万元，实现全市 5150

户脱贫人口户均增收 3000 元。同时，

继续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近三年

来累计统筹涉农资金 14.27 亿元支持

乡村振兴，积极安排财政资金用于村

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整体环境

水平，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三是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累计投

入 27.5 亿 元，新 修 改 造 市 政 道 路 75

条、134.2 公 里，新 建 汶 河 大 桥 3 座，

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63.9 平方公里，创

建为国家园林城市。在西南山区新修

的 130 多公里旅游路，成为当地“最具

人气的路”，并获评全国“十大最美农

村路”。

（作者单位 ：山东省安丘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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