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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3 月 19 日在平利县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平利县财政局 陈晓军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县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我县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

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

协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来平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县委十六届十次、县人大十八届六次会议和县十七次党

代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三新”任务，实现“三高”目标，竭

力兜牢“三保”底线，全力防范风险红线，聚力深化财政改革，

扎实推动提质增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陕西

乡村振兴示范县贡献了财政力量。

2021 年，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 36331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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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同比增长 4.6%。争取到位财力性转移支付 98305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 116501 万元，政府债券资金 38861 万元，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 19784 万元。全县财政总财力达到 302020 万元，占

调整预算的 97.6%，财政总支出达到 299027 万元，占调整预算

的 96.6%，较好地完成了财政预算收支目标，实现了“十四五”

良好开局。

（一）财政总收入执行情况

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36331万元，其中：税务部门完成22199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2.5%；财政及国土部门完成 14132 万元，

占调整预算的 117.8%。

（二）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811 万元，占调

整预算的 100.1%，同比增长 6.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7522 万

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3%；非税收入完成 1289 万元，占调整预

算的 99.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5.4%，比

上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31155 万元，占

调整预算的 98.7%，同比下降 1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无易

地扶贫搬迁债券、抗疫特别国债转贷资金、特殊转移支付补助收

入，导致可用财力较上年大幅下降，支出规模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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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81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13659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21721 万元，调入资金 6521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4756 万元，盘活存量资金收入 19784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预计 2748 万元，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

272504 万元。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231155 万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 18566 万元，盘活存量资金支出 19784 万元，当

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1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988万元。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完成 11214 万元，政府

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138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7140 万元，其中：县医院迁址新建续发 6500 万元、平利县县

城污水处理厂及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4000 万元、平利县工业

集中区（陈家坝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6000 万元、西

康高铁项目 64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总计 2950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9505 万元，当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9 万元，上年结

转收入 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1 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5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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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五）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2021 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209 万元，其中：

缴费收入 1216 万元，政府对基本养老补贴收入 6580 万元，利息

收入 376 万元，其他收入 37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 6334 万元，其中：发放基础养老保险金 5871 万元，发放个

人账户养老金 325 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135 万元，转移支出

3 万元。2021 年当年收支结余 1875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金上年结余 13318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5193 万元。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7578 万元，其

中：缴费收入 5483 万元，政府对基本医疗补贴收入 11630 万元，

利息收入 119 万元，其他收入 346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出 16842 万元。2021 年当年收支结余 736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444 万元，年终累计结余 1180 万

元。

3．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2021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8039 万元，其

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8861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7882 万元，

利息收入 27 万元，上年结余 126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1803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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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21 年年度财政决算汇审正在进行，市对县暂未最终结

算，以上“四本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和上解支出数据可能存在一

定差异，届时再按程序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六）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收入 38861 万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券 594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17140 万元，借新还旧债券

15781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县十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算方案和财政决算口径，安排

一般债券项目建设支出 5940 万元，安排债务还本支出 15781 万

元，安排县医院迁址新建项目 6500 万元、平利县县城污水处理

厂及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4000 万元、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

家坝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6000 万元、西康高铁项目

支出 640 万元。当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收支平衡。

截止 2021 年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券债务余额 235667 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余额 205140 万元，专项债券余额 30527 万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 81352 万元。

（七）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完成情况

1．践行财政担当聚财有为。一是全力抓好收入征管。进一

步完善财税等部门“横向联动”综合治税机制，圆满完成了年度

收入目标。二是大力争取转移支付。争取到位新增一般转移支付

568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116501 万元，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

三是尽力盘活财政存量。盘活存量资金 19784 万元，有效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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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缺口。四是倾力争取专项债券。聚焦县域重大项目，争取到

位新增债券资金 2308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5940 万元，专项债

券 17140 万元。五是努力组织资产收入。实现国有资产收益 0.66

亿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0.53亿元，处置闲置国有资产收入1026

万元，公房出租收入 153 万元。六是竭力落实减税降费。当年全

县减税降费 2243 万元，助力纾企解困。

2．民生事业保障持续加力。一是足额保障“三保”支出。

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两个优先”，全年

“三保”支出达到 178339 万元。二是坚持厉行节约办事业。2021

年公用经费压减 15.5%，专项经费压减 18.2%，“三公”经费较

上年下降 5.3%。三是民生支出保障全面有力。全年民生支出达

到 195669 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4.7%。四是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2021 年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915 万元。

3．乡村振兴示范稳步推进。一是保持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

不变。严格按照“四个不摘”要求，2021 年县级配套到位巩固

衔接乡村振兴资金 3400 万元，投入力度总体稳定。二是涉农资

金整合工作力度不减。2021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3.09

亿元，其中用于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1.86 亿元，集中财力倾斜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重点领域。三是狠抓巩固衔接资

金绩效管理。坚持“五强化、五确保”，严格考核评估，持续提

升巩固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4．重大风险防范成效明显。一是严格规范举债融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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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增专项债券实行一个项目一个管理办法的管理机制，制定印

发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3 个。二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组织对

全县隐性债务进行全面摸排，落实债务偿还主体责任，精准掌握

债务总量，为化解政府债务夯实基础。三是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2021 年偿还债务本息 34276 万元，政府债务评级控制在绿色安

全低风险区，守住了不发生债务风险的底线。

5．财政监管水平不断提高。一是持续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改革。依托财政云管理一体化系统，基本实现了“一网通办”财

政管理新格局。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印发了《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以及相关制度、办法，全面启动了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三是启动财政投资项目最高限价评审。2021

年 10 月正式启动，截止年末完成评审项目 22 个，受理送审投资

额 11471 万元，审减 767 万元。四是强化政府采购管理。2021

年办理采购项目 413 个，计划备案金额 3.04 亿元，合同备案金

额 2.72 亿元。推进“832”平台采购，2021 年线上采购农副产

品总额达 340 万元。五是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制定我县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将县级 8 家融资平台，整合为平利县发展投

资集团公司，通过融资平台整合升级，提高市场化投融资能力。

六是完成非税收入电子化收缴管理改革。主动积极作为，按照省

市统一要求和时间节点，实现了非税收入电子化征缴平稳运行。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但依然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一是刚性支出增长迅猛，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我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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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型保吃饭型财政，同时还要落实民生和县域经济发展配套政

策，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出压力，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财政运转

极其困难。二是税源结构单一、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我县税收集中在水泥、重晶石两大行业，而这两大行业极易受国

家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动的影响，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较大，导致

我县财政收入不稳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企业目前还未能形成

新的税收增长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缺乏有效支撑。三是偿债压

力大，防范化解政府债务的任务仍然艰巨。虽然目前我县政府性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自 2020 年起逐步进入还本付息高峰，在

县级可用财力增幅缓慢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化解压力仍然较大。

二、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2022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乐业富民、生态利民、

文化润民、实事惠民、善治安民的奋斗目标，持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兜实兜牢“三保”支出底线；坚决贯彻政府

过紧日子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保障重

点领域支出需要；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预算绩效评

价体系，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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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建设陕西乡村振

兴示范县，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今年预算安排的原则为：

一是统筹兼顾，保障重点原则。切实优先保障基本民生、人

员工资、基层运转和防范重大风险等支出。切实加大财政专项、

部门存量资金、国有存量资产等各类资金资源统筹力度，保障县

委、县政府重要领域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落实。

二是厉行节约，优化结构原则。坚决贯彻落实党政机关过紧

日子要求，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牢固树立“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

化评价结果运用。

三是坚守底线，防范风险原则。强化预算约束，坚持量入为

出、量力而行，对新增项目支出从严控制，原则上不开新的支出

口子。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风险底线。

（二）2022 年财政收入预算

2022 年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

议对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预算，继续以持续稳定收入质量

为目标，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分别以 3%、6%的增幅安排，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5%以上，

建议财政总收入预算安排 37000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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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安排 9300 万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000 万元。

具体分部门情况：

税务部门，财政总收入 26000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8600 万元。

财政及国土部门，财政总收入 11000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00 万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5000 万元。

（三）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规模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规模以当年可用财力 262956

万元确定。

1．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300 万元。

（2）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22232 万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7232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中省市下达各类项目专款）125000

万元。

（3）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收入 15815 万元，其中：再融资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收入 7815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收入 8000 万

元。

（4）调入资金 10000 万元，其中：政府性非税收入调入 5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作调入处理 5000 万元。

（5）盘活单位存量资金收入 5369 万元。

（6）减：上解上级支出 27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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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年结转收入 2988 万元。

2022 年全县预算可用财力为 262956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按照财政收支预算平衡的原则，全县年初预算支出按当年可

用财力 262956 万元安排，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1）保基本民生支出（上级政策规定及民生领域县级配套

资金）15405 万元。

①社会保障安排支出 5916 万元。

政府救助综合责任保险保费县级配套 32 万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级配套 936 万元；

农村户籍曾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养老金工龄补贴

县级配套 775 万元；

高龄老人县级配套资金 865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级配套资金 1023 万元；

脱贫不稳定且纳入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

测范围的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资助参保缴费县级配套资金 9

万元；

离休干部医疗费 9 万元；

企业离休干部提高护理费 4 万元；

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经费补助 200

万元；

孤儿生活补助费 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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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生活补贴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县级配套 375 万元；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补贴 11 万元；

“政策保”配套资金 768 万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25 万元；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县级配套 10 万元；

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经费县级配套 15 万元；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县级配套 15 万元；

襄渝线铁路伤残民兵生活补助县级配套 6 万元；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县级配套 394 万元；

退役士兵安置县级配套 200 万元；

环卫工人社会保险补贴 30 万元;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00 万元。

②教育提升安排支出 1317 万元。

高中阶段助学金配套 26 万元；

高中公用经费补助 345 万元；

职业教育助学金配套 3 万元；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305 万元；

义务教育助学金配套 162 万元；

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特殊教育经费 8 万元；

学前一年免保教费及助学金补助 38 万元；

学前公用经费补助 160 万元；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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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明珠生态安康》地方课程教材 70 万元。

③卫生健康安排支出 1262 万元。

计划生育家庭参加新农合财政补助 20 万元；

失独家庭特别扶助提标县级配套 9 万元；

孕产妇系统保健免费基本服务项目补助 38 万元；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筛查补助 22 万元；

乡镇卫生院药品零差率专项补助 71 万元；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综合补偿 160 万元；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专项补助 170 万元；

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县级配套 95 万元；

村医补助 112 万元；

艾滋病、结核病、地方病县级配套资金 15 万元；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准备金及新冠疫情防控经费 400 万

元；

独生子女保健费 25 万元；

城市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 8 万元；

婚前医学检查补助 24 万元；

妇女健康促进项目工作经费 8 万元；

计划生育家庭国家奖励扶助县级补助 21 万元；

失独家庭一次性补助 24 万元；

计生特殊家庭帮扶（特别救助）县级配套 8 万元；

计生家庭一次性帮扶县级配套 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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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奖扶系统及十证合一软件维护费 26 万元。

④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安排支出 2374 万元。

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县建设 460 万元；

县级污水处理厂运营费 500 万元；

镇村两场运营费 500 万元；

环境卫生管理经费 500 万元；

垃圾填埋场运营费 100 万元；

河长制专项经费 100 万元；

镇级河长制工作专项经费 55 万元；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42 万元；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检测项目 20 万元；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县级配套 74 万元；

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监督员报酬 23 万元。

⑤民生事业发展专项经费 647 万元。

城区路灯电费及维修费 250 万元；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38 万元；

食品抽检经费 25 万元；

食品安全专项经费 69 万元；

村级（社区）食品药品协管工作经费 20 万元；

老年公寓运营补贴 30 万元；

春节慰问专项 60 万元；

粮食安全专项经费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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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风险基金 10 万元；

粮油储备专项经费 130 万元。

⑥乡村振兴专项安排支出 3889 万元。

乡村振兴县级配套预算 3400 万元；

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经费 239 万元；

乡村振兴规划编制经费 250 万元。

（2）保工资支出（人员经费）74920 万元。

其中：在职人员工资及“五险两金”经费 59985 万元；

离休人员生活补助 24 万元；

2021 年在职和离休人员普调增资 2289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8773 万元；

遗属及 60 年代精退人员生活费 263 万元；

镇级两名工勤人员及全县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工资补助 500

万元；

辅警人员经费补助 675 万元；

特岗教师经费补助 845 万元；

退休人员医疗个人账户超比例划转配套 300 万元；

退休人员参加大病统筹单位配套 125 万元；

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职工医疗补助经费 80 万元；

重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工资 70 万元；

税务部门人员经费补差 991 万元。

（3）保运转支出（运转经费）82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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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县镇两级（除学校和医院）公用经费 2878 万元；

县镇两级保留公车运行经费 98 万元；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视察经费 116 万元;

村级及社区经费 2996 万元；

村组道路养护费 58 万元；

镇级专项运转经费 130 万元；

新社区安全管理经费 152 万元；

政府非税收入预算安排工作经费 1850 万元。

（4）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5631 万元

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1600 万元；

政府债务付息支出 4031 万元。

（5）县委政府决策事项安排 21222 万元

列入部门预算的专项经费 4546 万元；

列入财政预留的专项资金 16676 万元。

其中：科普专项经费 46 万元；

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智慧矫正运营维护工作经费 20 万元；

法律援助 40 万元；

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经费 40 万元；

普法经费 20 万元；

法治政府建设经费(含行政复议）20 万元；

教育质量提升专项 300 万元；

教师培训专项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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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督导工作经费专项 40 万元；

中、高考及高中会考工作经费 50 万元；

科技发展专项（含秦创原工作经费）23 万元；

体育经费 50 万元；

中药材实验示范基地建设补助经费 30 万元；

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50 万元；

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0 万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 40 万元；

防汛经费 30 万元；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编制及基础信息平台建

设 200 万元；

农村“房地一体”调查入库、确权登记发证 200 万元；

“四好”农村公路管理及养护经费 700 万元；

病媒生物防治经费 50 万元；

省级经开区创建经费 50 万元；

目标责任考核奖 4959 万元；

全域旅游发展专项基金 2000 万元；

蒋家坪建设专项 1100 万元；

党建及活动室建设 500 万元；

人才经费 200 万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专项 100 万元；

项目前期费 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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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专项 200 万元；

工业发展基金 1000 万元；

商贸企业发展专项基金 300 万元；

社区工厂发展专项基金 200 万元；

信访维稳专项 200 万元；

大型医疗设备购置补助 1000 万元；

公立医院人事编制备案制改革 400 万元；

档案馆建设 200 万元；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 360 万元；

会议费 100 万元；

自动气象站运营及气象事业保障经费 20 万元；

世行贷款还贷准备金 88 万元；

司法救助准备金 50 万元；

市政维护和环卫设施更新费 300 万元。

（6）预备费 2500 万元。

（7）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中省市下达各类项目专款）

安排专项支出预计 125000 万元。

3．2022 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2 年，当年地方可用财力为 262956 万元，当年一般预算

支出为 262956 万元（含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25000 万元），年初

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四）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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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6000 万元，其中：地方

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50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预计 1000 万元，

当年安排支出 6000 万元，其中：对当年实现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5000 万元全部用于一般公共预算的基本民生支出，上级专项转

移支付补助安排支出 1000 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预算草案

2022 年年初预算预计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15815 万元，其中：

再融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收入 7815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收

入 8000 万元。安排用于地方政府债券债务还本支出 7815 万元，

安排用于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建设支出 8000 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最终以实际到位情况按《预算法》规定向人大常委会

专题报告。

（六）社保基金预算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9649 万元，

其中：缴费收入 1917 万元、政府对基本养老补贴收入 6896 万元、

利息收入 373 万元、其它收入 46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6984 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 6483 万元、个

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353 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143 万元、其它

支出 5 万元。当年结余 2665 万元，累计滚存结余 17858 万元。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7791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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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缴费收入 6080 万元、政府对基本医疗补贴收入 11590 万元、

利息收入121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6500万元，

当年结余 1291 万元，累计结余 2471 万元。

3．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2022 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7536 万元，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8393 万元、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1773

万元、本级财政补助收入 737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7536 万元，全部为基本养老金支出。当年预算收支

平衡。

三、2022 年重点工作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之年，也是平利建设陕西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关键一年。面

对充满挑战的历史机遇，全县财政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持续深化财政改革，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做到集中精力办大事、统筹资源办成事、厉行节约办好事，确保

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

（一）统筹财力，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强化税费征管。严格

执行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科学研判财税

收入形势,确保应收尽收。二是壮大主体税源。紧扣县委、县政

府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造血”

功能和财政增收后劲。三是做好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工作。着力对

结转两年以上的项目资金和结余资金予以盘活，并切实加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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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资产资源统筹力度，提升财政统筹保障能力。四是积极主动

向上争取资金。重点关注国家政策投资方向，加大中央预算内投

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上级专项资金的争取力度，有力支持县

域经济发展。

（二）突出重点，兜牢三保底线。一是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

子。建设节约型机关、节约型社会。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强化

“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用政府的紧日

子，换群众的好日子。二是兜牢 “三保”支出。按照“经济发

展靠专项，县级财力保基本”的思路，坚持有保有压，切实把“三

保”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首位予以优先保障，努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三是全力支持重点支出。围绕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积极筹措和整合各类资金，努力保障乡村振兴、生态环保、风险

防范、疫情防控、城镇建设等重点支出。

（三）巩固成果，推进振兴示范。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用好五年过渡期政策，巩固提升“两

不愁三保障”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强

化财政保障能力。统筹各类资金向乡村振兴倾斜，全力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确保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三是持续加

大资金绩效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为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

县“保驾护航”。

（四）强化管理，提高资金绩效。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管理。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体系、项目库建设和预算评审工作。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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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决算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深入预算绩效管理。加快

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

机制,推进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建设。三是强化直达资金管理。

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建立预算支出进度定期通报机制，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五）防范风险，加强债务管理。一是规范举债融资行为。

坚决堵死“后门”，开好“前门”，严格执行政府举债融资“负

面清单”，加强融资平台管理，依法依规举借政府债务。二是按

期偿还债务。按照“谁举借，谁偿还”的原则，确保债务按期偿

还，避免债务违约责任。三是用好政府专项债券。加强政府债券

项目储备，加大专项债券资金争取力度，强化穿透式监管，发挥

债券资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拉动作用。四是严控隐性债务。

认真贯彻政府投资条例，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

则，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发生。五是加强债务管理。坚持举债规模

与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牢牢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六）严肃纪律，整治财经秩序。一是严肃财经纪律。严格

执行财经法律法规，扎紧制度“笼子”，坚决维护制度严肃性。

二是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聚焦减税降费、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强

化“三保”支出保障、规范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加强资产管

理、防范债务风险、规范涉农资金管理七项重点任务，整治违规

行为。三是严格约束机制。不得违规建设楼堂馆所，不得搞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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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形象工程；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遏制财务造假行为；

坚决制止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偷逃税款、财务造假等行为；完善

税收征管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偷税骗税等行为。

各位代表， 2022 年财政工作任务繁重，使命光荣。我们将

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牢记嘱托、

奋力拼搏，守正创新、接续奋斗，扎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为全

面建设陕西乡村振兴示范县，努力谱写平利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

献财政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