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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财政部党组部署要

求，财政部四川监管局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四方面发力不断发挥财政运行分析评估在全局

工作中的龙头牵引作用。

深化“两个认识”，提高站位阔视野

一是深刻认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和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的重

要论述，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政领

财、以财辅政，不断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从讲政治的高

度把握地方财政运行分析评估工作的重大意义。

二是深入认识监管局在地方财政运行分析评估工

作中的角色定位，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财政中心工作，开阔格局视野，立足自身岗位职责，

找准发力点，跳脱单一的业务工作思维，全方位、立体

化认识地方财政运行分析评估工作的深刻内涵，切实

发挥好“探头”“哨兵”“参谋”作用。

坚持“三个明确”，完善机制重协作

一是明确目标任务。通过分析评估地方财政运行

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摸清基层财政运行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提出

促进基层财政持续健康运行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防

范和化解基层财政运行风险的作用。

二是明确内部分工。责任处室牵头完善地方财政

运行分析评估工作细则，以财政运行监管为引领，各

项监管工作有机协同的“1 ＋ N”监管工作体系，各项

业务深度融合、全面发展，对辖内财政运行开展多维

度、全覆盖“立体画像”，增强工作主动性、前瞻性。

三是明确部门协作。夯实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驻

川监管机构联合监管机制，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与四

川省财政厅、税务局、统计局、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国

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等部门实现财政经济数据共

享，拓宽监控分析广度和深度。

立足“四个结合”，深入调研察实情

一是“线上”大数据分析。依靠财政部统一报表系

统、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线上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清理消化暂付性款项、地方政府性债务等影

响基层财政运行的主要指标进行动态监控，深入分析

重点地区运行趋势，及时揭露存在的风险。

二是“线下”重点县走访。结合财政部重点风险提

四方面发力推动财政运行分析评估走深走实
财政部四川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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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县名单和“线上”数据分析结果，确立重点调研核查

对象，细化调研内容和关注重点，开展财政运行、债务

监管、直达资金监控等实地调研，准确了解掌握重点

县实际运行情况。

三是“日常”全方位监管。日常监管不留死角，实

时收集四川全省 1 个省本级、21 个市（州）、183 个县

（区）的预算执行情况等，建立 205 个监管单位的“数据

池”，结合财政部统一报表系统形成全省所有地区的财

政运行数据资料，做到全方位无遗漏。

四是“专项”重点性补充。结合调研、复查等专项

工作，重点切入，深入开展财政运行分析评估。如结合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调研，了解新增减税降费政策等

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积极反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难点、堵点，为中央重大财税政策调整优化提供重要

参考和有力支撑。

当好“四个角色”，真督实改见成效

一是业务靠前指导，当好“服务员”。积极深入基

层，多次赴县级财政部门、乡镇、企业走访调研，实地

了解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听取基层单位对财政工

作的意见建议，做好业务指导和政策解读，强化事前

服务指导。

二是及时下情上传，当好“侦查员”。综合日常监

管、调查研究、专项任务、新闻报道等掌握的数据变动、

风险预警、社会舆情，瞄准前瞻性、苗头性问题，客观

真实撰写总结材料，及时报告财政部和地方党委、政府。

三是督促问题整改，当好“监督员”。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发现基层财政运行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第一

时间向四川省财政厅反馈，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督

促地方主管部门落实整改、建章立制，推动财政体制

制度完善。

四是加大信息共享，当好“参谋员”。加大地区间

信息共享，利用自身角色优势，对不同地区存在的同

类问题分析各地解决措施，共商共享整改意见，推动

积极完善体制机制，促进财政平稳运行。

责任编辑 吕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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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赣粤东江流域保护与治理实现新跨越

为建立东江流域补偿长效机制，经过多轮磋商，

赣粤两省第三轮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日前正式签订，协议中首次将东江赣粤交界断面下

泄水量和下泄流量纳入考核范围，首次明确补偿资

金用途从专项用于生态保护治理调整为用于支持东

江源区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东江流域保护和治理工

作迎来新跨越，不仅对于保障东江流域出境考核断

面水质稳步改善将更加有利，而且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从单纯水质补偿转到对生态产品存量维护和增量

提升的补偿 ；资金用途将以更广泛、更经济的模式

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

东江发源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在江西境内流

域面积为3532.6平方公里，约占东江全流域面积的

1/10，是广东省重要的饮用水源，担负着香港、广州

和深圳居民的生活、生产与生态用水。2016年10月，

赣粤两省签订了《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正式启动东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在首轮

生态补偿成效显著的基础上，赣粤两省于2019年底

签订了第二轮协议。

协议签订以来，东江源区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明

显改善，东江流域出境水质保持100%达标，东江源

区共获得补偿资金2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15亿元、广东省横向补偿资金6亿元、江西省财政配

套资金6亿元。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