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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财政

江苏海门：赶考新征程  财政勇担当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财政局｜陈咏梅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江苏省南
通市海门区财政局党组迅速组织学习研
讨大会精神，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政治建设，持续
构建忠诚型财政 ；狠抓高质量发展，持
续构建发展型财政 ；狠抓民生改善，持
续构建共享型财政 ；狠抓财政改革，持
续构建创新型财政 ；狠抓风险防范，持
续构建安全型财政，奋力谱写海门财政
事业新篇章。

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持续压实学思
践悟之责

一是聚焦学深悟透，推动入脑入
心。通过支部书记讲党课、主题党日集
中学等方式，就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体
框架、结构要点、新观点、新论断、新思
想以及报告金句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地
讲解。制定“学报告·谈体会”微型党课
工作计划，引导全体财政党员干部从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选取一个角度或观点深
入学习理解，讲学习心得体会，结合本
职工作，讲贯彻落实建议，变被动学为
主动讲，做到学深学透，推动入脑入心。

二是聚焦宣传引导，推动走深走
实。积极整合财政宣传工作专班力量，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宣传氛围。“线
上”充分利用海门财政门户网站，以“学
习二十大·财政干部说”的形式，谈感
想、话发展、道期盼，展现财政干部心
怀大局、团结奋进、勇于担当的精神面
貌。“线下”宣传赋能，利用党建宣传栏、
展板等宣传阵地张贴宣传标语，弘扬主
旋律，传递正能量。

三是聚焦财政主业，推动见行见

安徽兰桥：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独辟蹊径助农增收
安徽省怀远县兰桥镇政府｜施广平

近年来，安徽省怀远县兰桥镇结
合有水、有田、有堤、有路、有渠的实

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等各项决策部署要求，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心编制
2023 年度部门预算，在教育文化、卫生
健康、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
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努力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铸牢绝对忠诚之魂，持续厚积团结
奋斗之能

一是提升管理水平。进一步健全机
制，完善制度，规范管理，认真执行岗
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等
工作制度，不断提高财政部门服务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提高服务效能。进一步改进作
风，加大动真碰硬的力度，建立健全约
束性的措施制度，杜绝工作中讲困难多、
主观能动性不够等问题，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
高起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对重点项目工作进行重点研究，
高质量推进，确保在思想上、状态上、行
动上勇于担当、善于突破、主动作为。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开展财政局
“中梗阻”专项整治，对每个科室每位同
志的服务态度、服务方式以及工作开展
情况，由局机关党办不定期进行明察暗
访，重点督查工作不力、服务群众敷衍
应付、推诿扯皮等问题，切实增强队伍
的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和创造力。

对标谋定发展之策，持续凝聚干事
创业之力

一是在推动财政经济稳定运行中
扛起财政使命。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突出保障重点领域和民生刚性支
出，把宝贵的财政资金投向“十四五”规
划明确的发展领域、全区改革发展关键
环节、“六稳”“六保”最急需的地方。持
续落实落细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要求，
深入挖掘节支潜力，把严预算支出关
口，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全盘统筹，加大
结余结转资金清理力度，避免“碎片化”
和资金沉淀，切实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
率，努力在提高财力总量和收支质量上
实现新突破。

二是在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中
担当财政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用好政府债券资金，积极争取债券额
度，发挥政府债券的积极作用，重点用
于民生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设。树牢底线
思维，强化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
理，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守住
风险底线。

三是在推进预算绩效一体化管理
改革中贡献财政智慧。深化财税领域重
点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
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加快建立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安排预算时突出绩效导向，建
立健全部门自评与外部评价、财政重点
评价与再评价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评价
体系，更加注重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质
量，强化绩效结果的反馈应用。

责任编辑  李艳芝

际，想方设法因地制宜助农增收，走出
了一条帮助农民逐年稳步增收的新路。

2022 年，兰桥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6565 元，同比增长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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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多举措推进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江西省井冈山市财政局｜王芳

近年来，江西省井冈山市财政局坚
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织密织牢民生保障
网，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底线。

突出“保重点”。筑牢民生兜底保障
网，优先安排资金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在年初编制部门预算时，加强与
主管部门的沟通，掌握基础信息，足额
安排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补助资金。2022
年安排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 4218.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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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时效性”。确保困难群众生活
救助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优化
资金拨付程序，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直
接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指标下达给
预算单位。同时，积极贯彻落实上级文
件精神，及时为 5997 位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孤儿、实施无人抚养儿童及艾滋
病儿童增发一个月生活补贴和价格临时
补贴，共发放资金 292.11 万元，确保提
标提补工作顺利开展。

突出“严监管”。充分认识做好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加强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监

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把“支出”关，
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优势，认真审
核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支付，确保
专款专用。严把“发放”关，目前全市已
上线惠民惠农一卡通平台，所有困难群
众资金直接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资金
及时足额发放至困难群众手中。严把“监
督”关，定期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进
行专项检查，不断完善相关信息管理系
统建设，运用信息化和高科技手段对困
难群众救助全流程工作实行动态化闭环
监管，有力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权益。

 责任编辑  雷艳

一是普及农业科技，走科技兴农增
收之路。县级、乡镇财政每年投入 20 多
万元先后培养科技示范户 20 户，农业
科技人员通过登门指导、集中培训等多
种形式，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输送
给科技示范户，经科技示范户向全镇农
户辐射，带动全镇实施科技兴农、增产
增收。此外，邀请市县农技、水产、植
保等方面的专家来镇举办科技培训班 8
次，对全镇发展种养业的 80 多个农户、
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进行科技        
培训。 

二是发展立体农业，走立体种养增
收之路。依托淡水资源丰富和地处白莲
坡贡米生产腹地的优势，倡导群众发展
稻渔生产，走立体种养增收之路。为调
动农民积极性，县级、乡镇财政采取以
奖代补的方式投资 340 多万元支持农民
发展立体种养，先后在杨圩村试点实施
3000 亩稻虾立体种养，把优质绿色无公
害糯稻生产与小龙虾养殖有机结合，提
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增加种养群
众的收入。据测算，每亩龙虾稻每年可
获纯利 4000 多元。在大观村试点推广稻
蛙、稻鳖立体种养 1200 多亩，每亩地每
年可获纯利 6000 多元。此外，还依托茨
淮新河大堤“天兆石榴公司”，在大观、

张坝等村发展冬桃、无花果、冬枣、石
榴等水果生产，在果林下饲养土公鸡，
充分利用现有土地发展立体种养，提高
种养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大观村的钱
家家庭农场和张坝村的四谷堆种养专业
合作社栽培的千亩果园，采取果树下养
土鸡的方法发展立体农业，比单纯种粮
每亩年增收 5000 多元。

三是实施土地托管，走规模高效增
收之路。在杨圩、张坝、大观、兰桥四
村试点土地大托管，县级、乡镇财政以
每亩每年奖励 100 元的标准推行“一村
一块田”规模经营，使用大型农机具连
片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土地
有效利用率，降低了农资投入等生产成
本费用，增加了粮食种植收入。土地托
管在稳定农民土地收入的同时，也把大
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
业，增加了农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全
镇目前土地流转 46000 多亩，其中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集中托管 12000 多亩，种
粮大户流转土地 9000 多亩，农民仅靠
土地托管、流转一项每年每亩收入千元
左右。

四是抓好劳务输出，走农民务工
增收之路。从为农民外出务工做好服务
入手，扎扎实实为农民务工办实事，想

方设法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有效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
积极性，不断拓宽农民外出务工的路
径，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逐年增
长。据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 21000 多
名农民靠务工增收，2022 年外出务工的
21600 多名农民平均年收入 42000 多元，
同比增长 12.6%。结合本镇实际情况，
积极引导有识之士领办创办劳务公司，
为农民就近就地务工和外出务工拓宽
道路。劳务公司每年在有序向外输出剩
余劳动力的基础上，与蚌埠市三县六区
企业对接，安排农民近千人次到本市企
业就业，人均年收入 60000 多元。劳务
公司在靠劳务输出盈利的同时，每年还
可为镇政府增加财政税收 260 多万元。
当地的 40 多家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在当地招聘农作物种植
管理人员近千名，人均年收入近 30000
多元。镇财政每年拿出 80 多万元资金支
持劳务企业发展，鼓励企业扩大规模高
质量发展。此外，镇财政每年挤出资金
10 万元举办多种多样的技能培训班，为
外出务工农民增强技能。据统计，务工
人员每人每年可增加工资性收入 50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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