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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部门联动审核机制，完善支

出标准体系。强化绩效监督抓手

功能，坚持“管资金、管项目、管

政策，都必须管绩效和监督”的

导向，严肃财经纪律，完善绩效

管理架构和“大监督”格局，强化

绩效和监督结果应用，守住资金

安全底线。

四是运行管理促“稳健”。坚

决守住地方政府债务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全口径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突出重点、分类

施策，精准除险排爆。坚决守住

基层“三保”防线，健全基层“三

保”保障分级责任体系，推动基

层“三保”预算编制实现闭环、资

金调拨确保精准、基层财力持续

夯实、执行监控实施穿透，确保

不出任何问题。坚决守住财经纪

律红线，持续加强财会监督，规

范各级各部门理财行为，严防财

政资金“跑冒滴漏”，坚决维护财

经秩序。

责任编辑 梁冬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

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

立后破”。辩证处理好“立”与“破”

的关系，坚持先立后破，该立的

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

基础上坚决破，是做好今年财政

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财政是

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财 政 部 门 责 任 重 大、使 命 光 荣。

贵州各级财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聚焦

财政重点领域先立后破，逐步建

“立”新机制、新模式，加快“破”

除影响财政高质量发展的旧机制、

老格局，推动财政事业加快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中国

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聚焦“培育财源税源”先立后破，

把“育”的理念立起来，逐步破除

财政增收依靠非税拉动的格局，

扎实推动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对贵州财政来

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 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财政新篇章

说，财政收入质量是财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之锚，对夯实财政保障

能力，提升管理水平至关重要。财

政部门要把“育”的理念立起来，

强化财源税源培育，逐步破除财

政增收依靠处置国有资产资源等

非税收入拉动的依赖，稳步提升

财政收入质量。一要持续加大现

代化产业投入。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为统揽，始终锚定“3533”目标

（即到 2027 年形成资源精深加工、

新能源电池材料、现代能源 3 个

5000 亿元级产业集群，酱香白酒、

大数据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

3 个 3000 亿元产业集群），持续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四化”等

产业基金投放力度，重点支持“六

大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推动富有贵州特色、

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石化清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财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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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夯实财

源税源基础。二要加大科技投入

推动产业创新。进一步加大科技

领域投入，支持深入实施六大重

大科技战略行动和向科技要产能

专项行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和实施企业研发活动扶持计划，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三要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认真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优化资金供给和投向，重

点支持中小企业培育和服务体系

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完善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和担

保费补贴政策，降低担保费率。加

大“四化”等产业基金支持民营企

业力度，确保支持民间投资项目

占比不低于 40%。

聚焦“习惯过紧日子”先立后破，

把“紧”的要求立起来，彻底破

除财政支出固化的格局，扎实提

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

百姓过好日子”。财政部门要坚

决 把“ 紧 ”的 要 求 立 起 来，将 过

紧日子的要求贯穿预算管理全过

程，大 力 压 减 非 重 点、非 刚 性、

非亟需项目支出，彻底破除财政

支出固化格局，切实把财政资金

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一要

拧紧源头“总开关”。深入推进零

基预算改革，充分运用预算安排

同项目要素、预算执行进度、审

计指出问题、绩效评价结果、项

目评审情况挂钩的“五个挂钩”

预算审核机制，从严从紧安排预

算，加快破除支出固化格局。同

时，按 照 压 减 支 出“ 刀 刀 见 血、

要硬要实”的要求，对财政专项

资 金“ 逐 一 过 堂 ”审 核，强 化 清

理整合，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增 进 民 生 福

址。二要严把预算“执行关”。贯

彻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严

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规范预

算调剂，严控预算追加，严防资

金沉淀，对支出效率低、使用效

益不好、闲置的资金，及时调整

用于亟需资金保障的重点领域。

三要抓实结果“运用关”。进一步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强重

点领域、重大项目预算评审和绩

效评价力度，结合评价结果调整

支出政策和预算安排，把财政资

金投向更高效的行业、更可持续

的领域，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

容导向。

聚焦“兜牢‘三保’底线”先立后

破，把“兜”的作用立起来，加快

破除部分市县“三保”保障能力

不足的格局，扎实做好财政平稳

运行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大民生保障力度，兜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省级财政部门要始

终将“三保”摆在最优先的位置，

多措并举强化对市县的督促和帮

扶，特别是加大对“三保”困难市

县兜底补助力度，把“兜”的作用

立起来，加快破除部分市县“三

保”保障能力不足的格局，确保

“三保”不出问题，促进基层财政

平稳运行。一要树牢“三保”优先

意识。进一步强化“三保”年初预

算合规性审查，建立健全“三保”

清单制度，督促市县优先使用稳

定可靠的经常性财力安排“三保”

支出，将“三保”支出足额纳入年

初预算予以保障，不留硬缺口。

二要强化运行监控处置。依托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动态掌握“三

保”支出需求，推动“三保”全过

程信息化管理。加强“三保”运行

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和应急处置，

对苗头问题和风险隐患做到早发

现、早预警、早处置，严防“三保”

风险。三要强化省级“兜底”作用。

进一步调整完善转移支付办法，

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对“三保”困

难市县给予兜底补助，切实兜牢

基层“三保”底线。

聚焦“财政体制改革”先立后破，

把“改”的思想立起来，坚定破

除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相适

应的体制，扎实做好新时代财政

事业立柱架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税体

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

眼长远的系统性重构”。财政部门

要深刻领会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

重要意义，将财政体制改革放在

推动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中谋划，把“改”的思想立起来，

破除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老

体制、老机制，加快构建新体制、

新机制，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助力

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快现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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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建

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

现代财政制度，研究建立完善促

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

束机制。稳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清晰界定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理顺政府间收入关系、完

善转移支付制度等，为做好新时

期财政工作“夯基垒台、立柱架

梁”。二要完善绩效管理体系。提

升资金使用绩效，坚持预算和绩

效管理一体化，将预算绩效管理

由树立理念、搭建框架、拓围扩

面，向夯实基础、突出重点、提质

增效转变。健全重大政策和项目

事前评估机制，加强重点绩效评

价，把绩效评价结果更好运用起

来。三要健全省直管县动态调整

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省对下资

金调度机制，以增强县域发展“活

力”为目标，统筹考虑县区自身区

位优势、发展潜力、“三保”保障等

实际情况，优化省直管县的范围

和管理方式，调动地方发展经济、

做大收入“蛋糕”的积极性。

聚焦“严肃财经纪律”先立后破，

把“严”的基调立起来，坚决杜

绝财政资金“跑冒滴漏”，扎实维

护财政运行良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财会监督

是 党 和 国 家 监 督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财 政 部 门 要 切 实 履 行

财会监督主责，坚持严的基调、

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强化财政

运 行 风 险 监 控，加 强 重 大 财 税

政策落实情况监督，以查促改，

把“ 严 ”的 基 调 立 起 来，坚 决 杜

绝 财 政 资 金“ 跑 冒 滴 漏 ”，维 护

财 政 运 行 良 性 发 展。一 要 完 善

财 会 监 督 体 系 机 制。深 入 抓 好

财会监督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健

全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

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相

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

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持续

完 善 财 会 监 督 与 其 他 各 类 监 督

贯 通 协 调 的 工 作 机 制，加 快 构

建起“五位一体”监督体系和机

制。二 要 扎 实 开 展 财 会 监 督 专

项行动。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国债资金使用、保障

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

方面，开展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整

治、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加大

对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 处 理 处 罚 力

度，持 续 强 化 财 经 纪 律 刚 性 约

束。三要优化监督方式方法。坚

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现场监

督与非现场监督、线上监督与线

下监督、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

结合，发现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

推进，有效解决财政资金“跑冒

滴漏”的问题。推动财会监督与

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

督合力。

责任编辑 廖朝明

预算报告中的名词解释
应知应会

“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指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

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

务和保障。此项改革主要是对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科学合理划分，形成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

运转高效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各级政府更好

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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