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是一件农民生产生

活的民生工程和农村长治久安的

民心工程。近年来，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扎实推进，我县也积极召开

工作会议，制作宣传片，表彰先

进，交流典型经验。回顾总结我县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情况，取

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不少经验，

面对当前形势，思考下步工作的

对策措施，对深入持久地开展好

这项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回顾总结我县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和
经验

根据上级部署，我县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从 2010年试点

以来，到 2012年已有三个年头。

三年来，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

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

过我县财政、农业、水电、农办和

农村综合改革部门，特别是乡镇、

街道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得到了广大村民的普遍好

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建成一批村内民生项目，加

快村容村貌改观。三年来，我县共

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198

个，涉及全县 16个乡镇 （街道）

162个行政村，项目受益人口达

17.16万人，建成一批农村饮用水

安全工程、村中道路、农民休闲场

所、村级污水设施等村内民生项

目，有效改善村内脏乱差现象，完

善农村文化体育娱乐功能，促进

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延伸，对维护

党和政府的形象，体现各级干部

的形象起到很好的作用。

2.搭建一个为农服务新平台，

促进支农资金整合。2010年至

2012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总投资 9423.29万元，其中争取省

级以上财政补助 2596万元，县级

财政补助 3607.97万元，发动村民

筹资筹劳 1707.18万元，村集体经

济投入 695.02万元，社会力量捐

助 817.12万元。一事一议项目涵

盖的范围很广，涉及的财政专项

资金很多，这为财政资金的整合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并极大

地调动了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的积极性，许多企业还

通过捐建一座桥、一个亭的形式

参与项目建设。

3.进行一次村民自治新实践，

提升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

水平。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最

大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意，以尊重

农民意愿为前提，以惠及广大村

民群众为目标，村民对所有一事

一议项目行使建议权、表决权、监

督权，充分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理念，展现群众在新农村建设

中的主体作用，激发村民群众共

同建设的热情，真正把一事一议

项目变成村民自己要做的项目，

而不是要我做的项目，推动了村

级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

4.初步探索形成一套有效的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工作机制。我

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积累了

一些好的经验，初步形成一套有

效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工作机

制。具体做法和措施主要是“四

个抓”：一是健全机构，有人抓。在

县级和乡镇街道层面，成立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乡镇、街道分管领导，建立一事

一议联络员制度和 QQ群。健全

的工作机构，确保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二是

整合资源，合力抓。充分利用会

议、支农政策培训、村务公开栏等

平台，做好宣传培训。明确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相关业务部门工

作职责。积极整合省市县各级各

类资金，形成资金合力。资源的有

效整合，形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管理模式。三是严格要求，规

范抓。按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

作办法和程序，在项目申报、资金

拨付、资金监管、项目管理、项目

验收上，程序明确，要求严格，运

作规范，确保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工作有序开展。四是奖优罚劣，激

励抓。将一事一议工作列入乡镇

（街道）年度工作绩效考核，制定

并下发考核办法，并根据一事一

议项目实施情况，实行评优奖惩

制度。激励机制既调动了乡镇（街

道）干部的积极性，又增强了乡镇

（街道）的责任性。

我县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不少先

进经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薄弱

环节，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认识

上，一些部门和乡镇、街道认为一

事一议项目程序复杂、要求严格，

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不愿做一

事一议项目，不愿整合一事一议

项目资金。二是机构设置上，有些

乡镇、街道没有成立领导小组，组

织机构、分管领导不明确，联络员

变动频繁且不及时上报调整。三

是财务管理上，有些乡镇、街道的

财务管理不规范，采用大额现金

支付，项目票据资料不合规，白条

较多，资金使用监管不够有力。四

是项目建设上，有些乡镇、街道的

项目建设进度缓慢，验收资料整

理不规范、上报不及时，已建成项

目的后续管护措施不落实等等。

因此，我们在大力推进奖补工作

开展的同时，对这些问题要引起

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

以解决。

二、扎实推进 2013年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

当前省市各地正积极开展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规范管理

年”活动，县财政部门要围绕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公益性和共

享性，贯彻落实《新昌县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施

办法》，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创

新，力争把好事办好，把公共财政

的阳光送进千家万户，重点要做

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在我县开展已

有三年，当前特别要形成以下共

识：一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不仅是项目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工作不是财政支持建几个项

目的问题，它是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投入方面的一项体制机制创

新，是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治理模

式和农村基础民主建设的新探

索。同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不大，但是敏感性非常强，跟老百

姓直接相关，又牵扯到社会的各

个方面。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经济

层面来认识，更要从政治层面来

拓宽我们的视野。二是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工作不是权宜之计。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不是哪个人

心血来潮想做的事情，而是经过

深思熟虑，充分试点以后在全国

推行的，各级都高度重视，必将成

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的主要模式，因此，我们必

须做好长久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开

展的准备。三是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不单是哪个部门的事。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更多的是体

现一种财政支持村级建设的工作

模式，因此，所有涉农部门特别是

乡镇、行政村都要主动积极地采

取这一模式推进农村的各项建

设。

2.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是一项自上而

下推开的工作，健全有效的工作

机制是此项工作长期实施的有力

保证。一是健全职责明确、部门联

动的协作机制。县财政、农业、水

电、农办及各乡镇、街道、项目村

要注重按照一事一议工作的总体

部署、制度规章和职责要求积极

主动抓、严格规范抓。二是完善乡

镇主抓、村群主体的运行机制。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最关键的环

节是乡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乡镇的努力就不可能

做好工作，因此乡镇党委政府要

真正重视，摆上议事日程，务必要

按要求明确一名分管领导，成立

一个由农经、财办、村建办、水管

站、农办等职能科室参加的领导

机构，落实一名相对固定，对各项

规程比较熟悉的联络员，建立一

个三年左右的项目库。各项目村

要树立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做

好各项目工作。三是建立绩效考

核、奖优罚劣的考评机制。适时开

展一事一议项目的绩效考核工

作，对项目实施的规范程度、群众

的满意程度等指标进行考评，并

将考评结果与一事一议项目资金

的安排相挂钩，真正做到奖优罚

劣，赏罚分明。

3.进一步强化工作规范。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是一项近年来

着力推进的全新的工作模式，有

其特定的工作规范和要求，根据

我县近年来开展的情况，着重要

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坚持先

议后建，一事一议工作最大的特

色和生命力在于村民主体，做什

么项目、做多大规模、资金如何

筹措等都由村民自主决定，因此

一定要按要求过好议的程序，且

不可由乡镇干部或村干部替代。

二要坚持先筹后补，一事一议项

目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

的创新，是在村民筹资筹劳、村集

体经济投入和社会捐赠基础上再

实施财政补助，因此要把发动村

民筹资筹劳作为财政补助的前

提。三要坚持建中有监，一事一议

项目由民定、资金有民助，也理应

自觉接受村民的监督，要注重发

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确保

各项程序公开透明，建设资料、财

务票据符合规范。四要坚持建管

并重，当前村级公益项目重建轻

管是一大通病，要从一事一议项

目做起，在项目建成投入使用的

同时落实好管护责任，确定专人

负责日常管理养护，制定管护制

度和措施。

4.进一步营造工作氛围。推进

一事一议工作的深入持久开展，

必须有良好的氛围，努力做到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各个部门协调

配合，各项程序规范运作，人民

群众踊跃参与。一要广泛宣传，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

体，广泛宣传一事一议工作的重

大意义和政策，提高知晓率和关

注度。二要深入培训，一方面利

用会议、新任村主职干部培训

班、支农政策培训等平台，加强

一事一议工作的培训。另一方面

要有计划、分层次地抓好部门、

乡镇联络员、农经 站 、乡 镇 财 政

办等的专项培训，使 各个层面

都熟悉操作规程。三要典型示

范，选择一批运作规范、群众满

意的典型项目，加强指导管理、

经验总结和工作支持，做好示范

引导工作。

村 级 公 益 事 业 建 设 一 事 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是新形势下推

进基层民主建设，创新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投 入 机 制 ， 有 效 解 决

农 村 民 生 实 事 的 重 大 政 策 ，事

关我 县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因

此 要 着 眼 农 村 稳 定 发 展 大 局 ，

坚 持 以 科 学 发 展 观 为 指 导 ，加

强 领 导 ，周 密 部 署 ，狠 抓 落 实 ，

共同推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 政奖补工作上新的台

阶，为我县加快推进城乡基 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三城四化”

战略，提前实现“四翻番”作出应

有的贡献。

（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 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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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税局举办“地税杯”剪纸比赛
今年 4月是全国第 22个税收宣传

月，财税窗口多举措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努力打响真情服务纳税人和群众的税收

宣传品牌。

县财税窗口积极打造“财税一角”政

策宣传窗口，将县财政局地税局编印的

《新昌县委县府主要经济政策摘编》和

《税费优惠政策汇编》等财税政策宣传资

料，免费发放给前来业务咨询或办理税

务登记证或其他行政审批的纳税人及群

众。同时，通过“双博”与 QQ等现代化信

息宣传平台将最新的财税法律、法规、政

策在第一时间发布给纳税人，帮助他们及

时了解最新的税收动态。

窗口还大力开展财税政策咨询和答

疑等真情服务，要求工作人员熟悉 11项

行政许可和审批业务的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和业务办理流程，在实行“一次性告

知制”服务基础上，对公民和纳税人办事

中遇到的困难和财税政策咨询做到认真

细致解答，全程指导群众和纳税人办理

各项窗口业务。

据统计，本次税收宣传月活动发放财

税知识宣传纸质材料和通过“双博”与 QQ

发布与发送财税法律法规政策 200多份，

现场接受群众和纳税人政策业务咨询 300

多人次。

（通讯员 卢炳槐 何方超）

财税窗口
多举措开展税收宣传

为更好地开展全国第 22个

税收宣传月活动，推动税务文化

建设，搭建税收宣传新平台，营造

全社会学税法、知税法、懂税法、

守税法的良好氛围，弘扬剪纸这

一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浓郁乡土

气息的民间艺术，县地税局与梅

渚镇政府于近日共同举办了一场

“地税杯”剪纸艺术比赛。

此次参赛作品以“税收·发

展·民生”为主题，内容充分体现

了税收在筹集国家财政收入、调

控经济和调节分配、改善民生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歌颂依法纳税

的纳税人，赞美为国聚财的税务

人员，鞭挞偷税漏税的可耻行为，

从不同社会层面、不同视角反映

税务工作对人民生活产生的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弘扬依法诚信纳

税、优化纳税服务的观念，推进诚

信税收、和谐税收的交流和建设。

参赛作品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反映地方风土人情、民风民

俗及经济社会建设成果。

比赛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和

透明的原则，邀请了有关专家组成

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评定

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获奖名单将

通过《今日新昌》及县财政地税局

网站公布，并电告作者本人。获奖

作品还将在公共媒体和公共场所

进行展示。 （通讯员 梁晓富）

关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