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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湖北财政行政政法事业不断取得

新成效，财政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稳定器”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

坚持政令财行、财为政谋，把牢财政行政政法工作

正确的政治方向

湖北财政系统始终把淬炼财政机关的政治属性作

为抓好一切工作的“定盘星”，用政治眼光分析财政问

题，在财政资源配置、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充分体现

财政部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一）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牢记“湖北胜则全国胜”的重托，把疫

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在病毒肆虐的至暗时

刻，坚持与时间赛跑，火速建立资金应急保障机制，1

日内完成“办文报批、资金挂网、文件下达”等全部工

作，及时保障对口部门抗疫资金需求。紧急筹措资金

全力支持全省监狱系统补齐防控短板。研究解决监狱

戒毒场所和公安监所等抗疫一线民警待遇问题，用心

用情服务“最美逆行者”。筹措资金对全省在营的药店

给予一次性补贴，助力药品批发零售商复工复产。转

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后，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新冠疫苗批

签发工作，助力武生所新冠疫苗产能从 1 亿剂扩产到

10 亿剂。筹集资金支持疫情数据分析与防控平台、进

口冷链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建设，筑牢防疫屏障。回

顾这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在财政部倾

心关怀、兄弟省市鼎力相助下，湖北财政行政政法干

部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用实际行动让财政旗帜始终

在决胜之地飘扬。

（二）全力保障党和国家机关平稳高效运转。中央

多次强调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苦日子，做到精

打细算、量入为出、节用裕民。全面对标中央要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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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有保有压的预算管理机制。一是大力压减非急需、

非刚性、低效和无效支出，严控“三公”经费、会议、培

训等支出。“十三五”期间全省“三公”经费决算数较

2016 年下降 28%。二是心怀“国之大者”，扛稳财政保

障政治责任。在确保工资正常发放、机关平稳运转的

基础上，集中财力保障中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和军运会、外交部湖北全球推介等重要活动落地见

效。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筹

措资金全面化解法院检察院历史债务，妥善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帮助法检系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三）全力推动信息化工程建设。一是坚持从维护

国家安全的高度扎实推进新一代信息化工程建设，筹

措资金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建设任务。二是聚焦省委省

政府关于平安湖北建设的部署要求，筹措资金支持政

法机关信息化“1234”工程建设，为政法机关履职尽责

提供智慧支撑。

坚持量力而为、尽力而行，扎实做好普惠性、基础

性民生工作

（一）积极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围绕做强街镇、

夯实社区，建立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基层社会

治理财政保障机制。一方面，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各地

按照“上进下不退”原则将基层运转、服务群众、社区

工作者薪酬等足额纳入预算 ；上级职能部门委托社区

办理的事项，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另一方面，加

大省级支持力度。坚持困难上移、财力下移，新增转移

支付用于提高全省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事业岗位管理

改革后工资待遇 ；明确基层社会治理资金使用“正面

清单”，指导县市统筹安排、精准使用。这些举措加快

推进了省域治理现代化，有效提升了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街道、社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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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足额安排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经费，为扫黑除恶常态化提供坚实保障。安

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支持各地开

展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助力打造平安湖北。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司法救助，提高弱势群体救助能

力和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社会治理防控整体效能。

（三）积极助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一是加大

经费投入。省市县三级设立人才培养专项资金，完善

人才资金跨部门整合机制，探索设立人才创新创业发

展基金。二是强化政策服务。对“湖北省杰出人才奖”

获奖者给予 50 万元—200 万元奖励 ；对海外引进高层

次人才按 100 万元 / 人年等标准给予资助 ；对突破关

键技术瓶颈、产生重大驱动效应人才项目，资助不设

上限。三是扎实开展“我为人才办实事”。对在湖北自

贸区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政府补贴，政策

惠及 100 多家企业 500 多名高端人才。五年来，湖北多

源聚才、创新育才，形成了优质的人才储备，在鄂两院

院士排名位居全国前列，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以及科研人员数量位居中部首位，输送全国会计领军

人才 59 名。

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动财政行政政法领域

改革向纵深推进

“十三五”时期，坚持向改革要绩效，全力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搭建湖北行政政法领域现代财政制度的

“四梁八柱”。

（一）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按照“就高不

就低”原则，将全省 121 个市县区转隶人员的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从省级下划至市县区，规范派驻纪检监察组

人员、公用、项目等经费管理，实现工作无缝对接，战

斗力快速形成。此外，还出台了省纪委监委相关经费

管理等办法，确保经费支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助力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

（二）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省级保障为

主，地方补助为辅”的原则，进一步明确省级与市县的

司法经费保障支出责任，稳步推进省以下法院检察院

财物统管改革。针对司法改革以来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出台文件明确从 2021 年起将武汉市两级法院检

察院的财物委托武汉市统一保障。2021 年全省法检系

统预算较改革前的上划基数增长 60%，进一步保证了

司法机关公正办案，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明显改善。

（三）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将推动数字政

府建设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助力湖

北行政体制机制日臻完善。筹措资金保障省数字政府

一期 13 个信息化工程建设。全省数据治理共享开放水

平显著提升，在全国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

估中，湖北由 2016 年的排名 26 位提升到 2020 年的第     

8 位。

坚持思想破冰、制度创新，不断打造财政行政政法

工作新亮点

（一）进一步推动公务开支制度体系建设。在逐步

建立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公务支出制度

体系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出台党政机关评审费管理

办法，为党政机关开展闭门评判活动明确经费标准和

开支渠道。指导市县完善中短途出差包干制度，探索

出台了异地交流任职干部交通费保障政策。研究制定

了省级党政机关公务支出“正面清单”，系统全面梳理

公务开支程序、标准和具体要求。统一了全省公务开

支报销审批模板，分类明示报销禁止性规定。着力推

进公务支出大数据监督和预算一体化系统深度融合，

实现对公务支出的全流程监督。

（二）进一步推动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制

定了《湖北省省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标准（试

行）》，规范信息化项目预算申报流程、方案内容、测算

标准、绩效设置等内容。制定了《关于省级政法机关交

办案件涉案财物上缴及办案经费保障的实施意见（暂

行）》，规范省级政法机关涉案财物上缴程序和办案经

费保障方式等，妥善解决省级政法机关交办案件存在

的现实问题。出台了《市县政法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

准》，明确市县级政法机关公用经费开支范围和保障标

准，建立公用经费动态调整机制，满足政法机关正常

运转和履职尽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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