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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县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18年1月 18日在费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费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提交费县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预算草案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

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

全县上下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

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积极完善财政政策，破解资金瓶颈，深化财税改

革，保障改善民生，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 

据快报统计，2017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4581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8%，同口径增长 16.8%，总量居全市第 2

位，增幅居全市第 1 位。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5155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16.1 %，同口径增长 22.2%。当年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一般债券债务

收入、调入资金等 305031万元，收入共计 509612万元。当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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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及债务还本支出等 44457万元，支出共计 509612 万元。收支

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 

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062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03.2 %，增长 33.5%。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948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6%，增长 26.6%。当年县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一般债券债务

收入、上解收入、调入资金等 282879 万元，县级收入共计 393941

万元。当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债务还本支出等 44457万元，县级支出共计

393941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情况：农林水支出 81955 万元，

增长 39.1%；教育支出 53608万元，增长 4.3%；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50793万元，增长 2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4600万

元，增长 16.6%；科学技术支出 1480 万元，增长 76.2%；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 2985 万元，增长 2.6%；住房保障支出 9414万元，

增长 28.7%；节能环保支出 11550万元，增长 178.7%；交通运输

支出 10958万元，增长 51.4%。以上支出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一是当年度专项转移支付比年初预算增加 31206万元，一般性转

移支付比年初预算增加 17210万元；二是低保和养老保险补助标

准提高。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 16938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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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1.4%，增长 228.4%。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 196553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121.3%，增长 174.9%。当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

加上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新增及专项债券债务收入 110569

万元，收入共计 279957 万元。当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

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 83404 万元，支出共计 279957 万

元。收支相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 年，全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八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7937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7%，增长 19%；全县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661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2%，增长 10.5%。收

支相抵，当年结余 13220 万元，累计结余 129971万元。 

（四）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国家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即年度政府债务余额不能突破批准的限额。市政府核定我县2017

年度政府债务限额为 23.7 亿元，当年度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

21.72亿元，未突破债务限额。2017 年，市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 2.2 亿元，全部用于土地增减挂和 2017 年建设用地省级

合作储备项目。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上述地方新增政府债券已

全额纳入预算管理。以此计算，我县政府债务率约为 32.82%，

完成了市科学发展观考核要求。总体上看我县政府债务余额及政

府债务率均在上级限定范围内，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预算执行数据是初步汇总数，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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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决算编制完成后，部分数据可能变化。届时，我们将按照规

定及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情况。 

（五）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落实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县委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县

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及常委会的各项决议，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

基调，统筹做好生财、聚财、理财、用财文章，深入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依法加强收支管理，加快推进财税改革，有效防范财政

风险，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1.开辟“四条通道”，提升资金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不断拓宽理财视野，做大做好资金筹措这篇文章，不断创新

财政扶持方式，为全县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持。一是用好财

政资金。在继续落实好以往扶持政策、扶持资金的同时，围绕木

业产业转型、培育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精准施策，把财政

资金投向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二是用好信贷资

金。采取融资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

实体经济的投入，累计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4400 万元，积极鼓

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累计为企业及个人审核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451 万元，贴息 480 万元。利用产业引导基金为 4 家企业注资

1.03亿元，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三是用好债券资金。

通过积极争取，今年以来省政府代我县发行政府债券资金规模

114166 万元，既保障了到期债务按时足额还本，又优化了存量

债务结构、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四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认真

研究政策，吃透精神，找准节点，搞好对接，最大限度争取上级

政策资金支持。全年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和各类专项资金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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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12.5%，对缓解收支矛盾、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发

挥了重要作用。 

2.强化“三个聚焦”，突出民生优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年初预算优先安排、新增财力重

点倾斜，切实解决基层、群众最急需、最期盼的问题。1—12月

份，全县民生支出累计完成 387360 万元，占全县财政支出的

83.3%。一是聚焦脱贫攻坚。将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全县扶贫专项资金累计投入 53211 万元，其中：

争取上级专项扶贫资金 13355 万元，县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

4930 万元，整合行业部门涉农资金 34926 万元。深度加强财金

合作，落实财政风险补偿金和贴息资金，支持小额扶贫信贷项目，

财政金融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4720 万元，撬动富民农户贷、富民

生产贷 3.61 亿元，受益扶贫人 8659 人，为全县脱贫攻坚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二是聚焦基本保障水平。各级财政积极搞好资金

保障和政策支持，提高了一大批基本民生、托底民生的保障水平。

比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420 元提

高到 450 元；农村低保补助标准由月均 165元提高到 185 元，城

市低保补助标准由月均 258元提高到 270 元；农村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4500元提高到 4800元，分散供养标准由每

人每年 3200 元提高到 3600 元；基本公共卫生补助标准由人均

45 元提高到 50元，等等。大力支持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

进解决“大班额”和“全面改薄”，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标准、全面落实中职教育免学费、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促进

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聚焦基层“三保”能力。为支持



 — 6 — 

乡镇“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要求，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调整县乡财政体制，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乡镇财政保障能力。

2017年，县财政新增乡镇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1.06 亿元，用于

保障财政困难乡镇弥补财力缺口，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同时，

安排补助资金 2393 万元，对全县 421 个村级组织运转给予补助，

村均经费达到 9万元，进一步提高了村级保障能力。 

3.围绕“两条主线”，确保运行平稳。今年以来，各级财税

部门立足实际，完善管理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全县财政保持平

稳健康运行。一是围绕预算执行。努力克服减税降费、环保治理

等因素造成的财政增收困难，科学预测，加强调度，积极应对，

依法征税管费，严控跑冒滴漏，深挖增收潜力，推进治虚做实，

确保了财政收入健康增长。2017 年，全县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

17258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4.4%，同口径增长 17.4%。

同时，全面加强支出管理，严格预算批复，规范资金拨付流程，

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有保有压”。2017年，全县民生支出增长

22.6%，与此同时，全县“三公经费”支出 2656万元，比年初预

算下降 12.1%。二是围绕风险防控。围绕规范政府融资、严禁违

规举债、加强风险处置等方面，研究制定《费县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不断压减存量债务规模，顺利完成市政府下达

的政府债务限额和政府债务率目标值，确保了政府债务风险可

控。县人大预算执行在线监督系统成功上线，形成全方位、全过

程实时监督，有效防范各类业务和廉政风险。同时，继续强化监

督问效。围绕财经纪律、预决算公开、会计质量以及涉农扶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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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资金等，组织专项监督检查 6次，及时查处违规问题，督促抓

好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促进了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 

4.紧扣“一个中心”，实现改革突破。紧紧抓住推进财政体

制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绩效这一中心，积极创新，稳步推进。一

是深化预算体制改革。科学编制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和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重新制定县直部门预算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增强部门预

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重新理顺、调整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提

升基层保障能力。通过预决算公开专栏，全面公开了 2017 年县

政府预算、县级“三公”经费预算，以及县级 105 个预算单位部

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信息，公开力度更大、内容更全面、

查询更快捷。二是深化国库集中改革。按照改革要求，新增 9个

零余额账户管理单位，实现国库集中支付全覆盖。深化公务卡制

度改革，不断提高公务卡支付率，2017 年，实现公务卡结算增

长 5.7%，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支出管理。下一步，将积极推进

财政授权支付业务电子化系统建设，不断提高支付效率。三是深

化财政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拓展绩效目标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对县级 17个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评价资金总量达 1.2亿元，

并将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有效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同时，继续加强项目投资评审，2017 年，全县共报审项

目 202 个，审定资金 29.34 亿元，审减资金 3.25 亿元，综合审

减率 9.97%；扎实推进政府采购，2017 年，全县政府采购资金总

额 18.65 亿元，节约资金 1.64 亿元，节支率 8.79%，确保了财

政资金高效使用。 

各位代表，虽然 2017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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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财政工作迎来新的变化、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

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各级收支矛盾日趋

尖锐；经济发展基础不稳固，税收贡献率依然偏低；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水平仍然存在短板，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还有一定差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综合债务率相对偏

高，需要密切关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仍有发生，有的部门单

位的公共财政意识还需增强。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8 年全县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深化财政管理制度

改革的各项部署，以健全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为方向，以压一般保

重点、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为主线，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积极

防范财政运行风险，为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提供

资金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编制预算草案如下：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1.代编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25067万元，增长 10%。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86367 万元，增长 4.6%。 

当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返还、上级转移支付

补助、调入资金等收入 295450万元，收入共计 520517 万元；当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34150 万元，支出

共计 520517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安排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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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18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2168万元，增长

10%；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返还、上级转移支付补

助、上解收入、调入资金等收入 281037 万元，收入共计 403205

万元；当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9055 万元，增长 5.6%，

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34150 万元，支出共计 403205 万元。收支相

抵，预算安排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8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19620万元，增长

29.7%。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53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共计 224920 万元；按照“专款专用，以

收定支”的原则，相应安排支出 224920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

安排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意见 

2018年，全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八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安排 186033万元，增长 19.3%；支出预算安排 179263 万元，

增长 25.4%；当年收支结余 6770万元，累计结余 136741 万元。 

（四）县级重点支出预算安排意见 

2018年，县级综合预算安排重点项目 202015 万元，具体安

排如下： 

——安排新旧动能转换资金 10449 万元。其中：安排 5340

万元，用于补充产业引导基金及风险补偿金；安排 30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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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创业担保基金、贷款付息、地方粮油储备付息等支出，扶持

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安排 1020万元，用于信息技术开发、信息化建设、

移动数字终端构建和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安排 1000 万元，集

中用于智慧旅游平台开发、旅游服务区建设及特色旅游小镇奖

励。 

——安排扶贫开发资金 5185 万元。其中：安排 3500 万元，

专项用于产业扶贫开发；安排 1385 万元用于小额扶贫信贷及扶

贫特惠保险；安排 300万元，用于彩票公益金扶贫开发配套。 

——安排强农惠农资金 7425 万元。其中：安排 3000 万元用

于工矿废弃地复垦；安排 1617 万元用于农村普惠性补助；安排

1000万元，用于开展现代农业发展三年攻坚计划；安排 773 万，

用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业保费补贴及农村金融机构补助；安

排 615万元，用于农林水事业发展、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安

排 420万元，用于“一事一议”乡村连片治理和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 

——安排教育发展类资金 11341 万元。其中：安排 1100 万

元，用于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安排 3640 万元，用于

大班额学校建设；安排 2080 万元，用于中专职业教育发展；安

排 4521 万元用于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质量提升和校长职

级制改革。 

——安排社会保障类资金 51623 万元。其中：安排 27662

万元，用于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县级配套，安排 7500 万元，用于保障离退休人员离休费、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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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补贴；安排 4890 万元，用于各类困难人群生活补助；安排

3441万元，用于保障退役士兵公益性岗位支出；安排 4535万元，

用于孝心基金、中心敬老院建设及城乡老人高龄津贴；安排 436

万元，用于城乡妇女“两癌”检查、居家灵活就业及妇女权益保

障；安排 3159 万元，用于城乡移风易俗工作、殡葬补助及公墓

建设。 

——安排公共医疗卫生发展与改革类资金 8101 万元。其中：

安排 3000万元，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安排 1185 万元，用于

推进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安排 1867 万元，用于全面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安排 1500 万元，用于乡镇卫生院建设；安

排 549万元，用于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健康

促进示范县及优抚医疗补助。  

——安排城市建设和维护管理资金 46625 万元。其中：安排

5000万元，用于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安排 2916万元，用于城

市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厂建设、城乡环境监测和水资源水质远程

监测；安排 14619 万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项目及人

防地下指挥中心建设；安排 7270 万元，用于涑河、温凉河、祊

河（浚河段）等河道坝堤治理；安排 11000万元，用于县乡道路

提升及污水管网建设；安排 2820万元用于城市综合治理及交通、

路灯维护；安排 3000万元，专项用于鲁南高铁费县段配套。 

——安排社会管理类资金 20476 万元。其中：安排 5000 万

元，用于美丽乡村及“3+4”农村治理保障体系建设；安排 5000

万元，用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安排 1170 万元，用于保障市场

监管、产品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支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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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高危行业监管；安排 1497 万元，用于“雪亮工程”、“天网

工程”、视频全覆盖工程及各类管理平台建设；安排 2809万元，

用于网格化管理、社区警务助理及公安装备基础设施建设；安排

5000万元，用于“两河”治理工程资金。 

——安排还本付息类资金 38490 万元。其中：安排 8300 万

元，用于地方性债务付息支出；安排 30190万元，用于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及政府购买服务付费支出。  

另外，安排预备费 2000万元，安排援藏援疆支出 300 万元。

全县全域游路网改造、市政供暖工程、学前教育、教育“大班额”、

土地增减挂等项目拟通过 PPP、新增政府债券予以安排。 

三、2018年重点财政工作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我们将认真落实县委、县人大各项决策

部署及工作要求，围绕上述预算安排，提前谋划布局，扎实推进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一）突出发展为先，多措并举培养优质财源。充分发挥财

政部门工作职能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认真落实上级财政政

策，锁定政策调控方向，全力以赴抓保障促发展，努力营造最优

越的发展环境，培育持续稳定的财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大限度

的财政支持。一是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参与，放大规模效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

展环境，增强发展后劲。二是推进减负增效，认真落实结构性减

税以及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和范围调整政策，推动县级权限内收费

减、并、降，严格落实各项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减轻企业成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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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三是强化财政引导，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财政扶持

政策，把提升传统企业、培育骨干企业相结合，综合运用奖补、

贴息、基金支持等多种“工具”，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通过

股权投资、债权出资、投贷联动等方式，集中力量支持企业创新

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四是推动银企合作，通过风险补偿、

贴息、担保等方式，服务企业发展；建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与财

政性资源挂钩机制，加大财银企合作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源激

励引导作用，鼓励金融资本投向实体经济，缓解企业“融资难”

问题。 

（二）突出增收为重，全力以赴组织财政收入。准确把握国

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调整特别是收入

划分情况，密切关注国家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等改革动向，超前谋划，主动研究，积极应对，争取地方

利益最大化。一是严格依法组织收入。妥善处理减税降费与依法

治税的关系，认真落实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税务部门联系，

主动对接，积极配合，严格按照税源税基，依法依率征收，做到

应收尽收。继续支持税务部门开展纳税评估和稽查，做好对重点

行业税收的评估稽查。加强非税收入征管，严格减免缓审批，杜

绝跑冒滴漏，确保应入尽入。二是深化税收保障和税式支出改革。

加快税收保障“大数据”建设，广泛采集、分析涉税信息，通过

大数据倒推产量产值，依法加强税费征管，提高税收征管质效，

堵塞收入流失漏洞，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巩固税式支出管

理改革成果，及时做好税式支出指标体系更新维护及信息系统提

升，确保各项减免税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加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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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利用，规范税收减免。三是高度重视收入质量。坚持收入规

模提升与收入质量改善并重，密切关注工商税收、主体税种收入

情况，确保全县财政收入保持合理增幅和较好的结构。严禁虚收

空转、寅吃卯粮等违法行为，在确保财政收入稳定持续增长的同

时，建立治虚做实长效机制，切实维护财经秩序。 

（三）突出民生为本，多元施策保障重点支出。一是从严从

紧抓好节支。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经费支出，确保“三

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只减不增。严格控制新增资产配置以

及业务经费类项目支出，引导各方全面厉行节约，全面降低行政

成本，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在有利于补短板、增后劲的领域。二

是广泛拓宽筹资渠道。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严格论证，从严

把关，力争少花钱、多办事。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大力支

持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产业引

导基金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放大效应。三是抓好预算

执行。在细化预算编制、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的同时，通过填报

项目申报书、严格项目审核等方式，切实避免“钱等项目”问题。

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对结

余资金和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一律收回统筹使用。对不足两年

的上级结转资金，不需要按原用途使用的，及时调整用途、用于

急需支出，切实提高支出效率。四是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需求。

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全力保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文化、环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优先保障弱势群体的基



 — 15 — 

本生活需求，强化财政兜底保障功能。全面兑现落实各项民生政

策，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加大财政支持脱贫攻坚

力度，改进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式，巩固脱贫效果。 

（四）突出改革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是完善政

府预算体系。进一步推进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加强各类预算的

统筹衔接。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提高财政预

算透明度。继续完善县乡财政体制，推动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对与一般公共预算投向类似的政

府性基金，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实施政府预算经

济分类科目改革，规范细化预算编制内容。二是推进政府投融资

改革。积极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改革，建立完善法人治理

体系，不断向市场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积极争取置换债券

发行额度，最大限度减轻财政利息负担，腾出更多财力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机制，规范融资举债渠道，严控增量、消化存量、强化监管，切

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三是统筹抓好其他领域改革。创新

政府采购监管模式，进一步提高采购效率。推进会计人员管理改

革，继续深化公务卡改革，抓好日常性调度督促，积极推动实现

县乡全覆盖。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扩大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

创新评审机制，强化财政评审的刚性约束，切实把好财政资金支

出关口。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做好

政府资产报告试点工作。大力完善提升财政信息化建设，为深化

财税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五）突出监管为主，切实提高财政绩效水平。一是加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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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绩效管理。全面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探索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加快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机制，全面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部门预算绩效填报，加快绩效信息公

开步伐，逐步建立项目单位自评和财政重点评价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强化对重点民生支出和重大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大力推行

第三方独立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二是完善预算执行动

态监控。完善动态监控系统功能，科学设置动态监控预警规则，

对管理中的重要环节进行监控。积极配合完善县人大预算执行在

线监督，强化监督结果运用。扎实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

设，逐步健全长效机制，切实规范理财行为。三是强化财政监督

检查。深入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范提升年”活动，充

分发挥驻乡镇监督办事处作用，真正把监督力量沉下去，紧紧盯

住棚改、社保资金等关键部位，围绕支出密度高、资金量大的扶

贫、教育、建设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检

查，切实增强对财经纪律的敬畏心和遵从度，真正建设相互制约、

防范有效的监管体系。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和指导，虚心

听取县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砥

砺奋进，努力做到调控有方、保障有力、聚财有道、用财有效，

为建设富裕和谐美丽幸福新费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