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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是距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基

层正常运转，关乎百姓利益，更关乎发

展全局。

特殊之年，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更

加不容有失，但财政收支矛盾却更加严

峻，运转面临挑战。

加 大 转 移 支 付 力 度 、两 个“1 万 亿

元”直达基层……疫情发生以来，一系

列保基层运转的举措持续发力，及时补

足基层财力，切实兜牢保基本民生、保

工资、保运转的“三保”底线，为落实“六

稳”“六保”、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夯

实根基。

6 月 30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收

到了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直达资金指

标；三天后，首笔单独调拨的 4767 万元

直达资金已抵达庐江县，这让县财政局

总会计师盛世财倍感欣喜。

“受疫情冲击，我县财政收入明显

下降，但防疫保供和支持复工复产等刚

性支出压力不减反增。这笔资金，为我

县对冲疫情影响、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恢复经济活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

撑。”盛世财说。

所 谓 直 达 资 金 ，是 指 中 央 财 政 资

金 直 达 市 县 基 层 ，是 特 殊 之 年 我 国 应

对 疫 情 影 响 、推 动 财 力 下 沉 的 特 殊 之

举。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一方面，基层承担着疫情防控、稳定发

展、保障民生等多项任务，需要花钱的

地方多了；另一方面，政府“钱袋子”更

紧张，减收增支带

来的财政收支矛盾

进一步加剧。

回 看 上 半 年 ，

为了给基层运转加

足动力，国家亮出多项举措为基层“输

血”：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比上年增加 9500 亿元、增

长 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最高；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和均衡性

转移支付增幅均达 10%。

——两个“1 万亿元”直达基层。赤

字规模比去年增加 1 万亿元，1 万亿元抗

疫特别国债正在发行中，正在下拨中的

资金将直接惠企利民。

——加力保障困难地区。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

区 倾 斜 ，老 少 边 穷 地 区 转 移 支 付 增 长

12.4%；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省，

出台特殊政策给予支持。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刘 怡 表 示 ，上 半 年

我 国 出 台 的 一 系 列 措 施 ，积 极 创 新 了

财 政 资 金 筹 集 方 式 ，多 渠 道 推 动 财 力

向 基 层 下 沉 ，为 基 层 平 稳 运 行 提 供 有

力保障。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部门也因地制

宜、主动作为。如广西，今年前 4 个月累

计盘活存量资金约 587 亿元。中央地方

齐努力，力保基层有足够财力用于落实

“六稳”“六保”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

域。

“在特殊之年，如何将宝贵的财政

资金分好、管好，精准‘输血’基层、快

速发挥效益，尤为关键。”中国社科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

代欣说。

今年，资金分配下达更加快速。我

国 明 确 建 立 特 殊 转 移 支 付 机 制 ，按 照

“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

直达”的原则，让新增财政资金坐“直通

车”直达基层。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直达资金

已在多个省份快速下达到市县。“这大

大 缩 减 了 流 转 时 间 ，将 资 金 更 快 送 达

‘最前线’，对推动基层有序运转，落实

好国家各项政策部署，起到积极作用。”

何代欣说。

资金监测调度更加强化。各级财

政部门协同发力，完善“中央到省、省到

市县”的监控机制，及时跟踪监测各级

库款情况，切实保障基层“三保”支出需

要。

在安徽，覆盖全省的财政库款监测

机制建立起来，可对县级库款运行情况

进行实时监测，并建立动态监控与实地

督导工作机制，全面开展保基层运转情

况 摸 排 。 与 此 同 时 ，结 合 基 层 资 金 需

求，加大资金调度力度，增加资金调度

频率。

“我们建立了资金台账和定期报告

制度，在最大限度提高资金拨付速度、

使用效率的同时，坚决杜绝‘萝卜快了

不 洗 泥 ’现 象 ，切 实 提 高 资 金 使 用 效

益。”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局长黄永强

说。

保障基层运转，不仅要补足财力，

更要用好财力，将资金用在紧要处、发

挥更大功效。

“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央决

策部署狠抓落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

到最困难的地方、最急需的领域。”在 6

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

财政部部长刘昆如是说。

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建设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推进可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的基础设

施项目……江苏省常州市积极部署直

达资金用途，让企业和百姓吃下“定心

丸”。

下半年已经开局，虽然财政收入降

幅近月来有所收窄，但政府开支依然面

临“紧平衡”。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坚持

精打细算、节用裕民，管好、用好每一笔

财政资金。

在湖北省襄阳市，更加严格的“过

紧日子”措施已经出台。“一般性支出在

上年决算基础上再压减不低于 20%，因

公出国(境)费压减不低于 70%，公务接待

费、会议费、差旅费、办公用房维修费压

减不低于 40%。”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局局

长罗兴斌说。

在 一 些 基 层 干 部 和 学 者 看 来 ，基

层还应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进一步

转 变 政 府 职 能 ，打 造 更 优 营 商 环 境 来

“放水养鱼”，通过促发展从根本上化

解 收 支 矛 盾 ，推 动 基 层 运 转 更 加 可 持

续。

食用玫瑰、羊肚菌、平菇……在云

南 省 丽 江 市 永 胜 县 崀 峨 村 ，通 过 发 展

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获得

的 收 入 为 村 里 供 水 、环 卫 理 事 会 运 营

提 供 了 资 金 保 障 。“ 今 后 全 村 道 路 沟

渠 、路 灯 等 维 护 费 用 也 将 从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中 得 到 补 充 。”村 第 一 书 记 颜 铭

说。

促进基层健康运转，还应完善基层

治 理 长 效 机 制 ，激 发 基 层 改 革 创 新 活

力。

“要加快为基层减压赋权。”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

建议，应厘清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职

责边界，为基层减压提供制度保障，推

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等下沉到基

层，促进基层“应做的事”与“可用的钱”

更为匹配。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保基层运转，特殊之年国家“钱袋子”如何发力？
新华社记者 申铖 汪奥娜 侯文坤

多渠道“输血”补足
基层财力

优机制强管理 让资
金抵达更快更准

用好宝贵资金 促进基
层运转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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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开展以

来，人行拉萨中心支行引导各金融机构

积极宣传征信知识及诚信文化，使金融

知识与诚信文化深入农牧区，逐步提高

了辖区农牧民信用意识。阿里地区日

土县日松乡甲岗村凭借良好的信用，成

为阿里地区首个“钻石卡”村，该村“钻

石卡”信用证持有户数达到 54 户，占比

全村 31.21%，户均贷款余额 19.56 万元，

高出其他村落 3.56 万元。

阿 里 地 区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 ，是 世

界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人口密度

最低的地区之一，全年低于 0℃气温的

时间长达 200 余天。为将农村信用体

系 建 设 工 作 向 纵 深 推 进 ，人 行 阿 里 中

心 支 行 不 畏 艰 难 ，发 扬“ 缺 氧 不 缺 精

神 艰 苦 不 降 标 准 ”的 老 阿 里 精 神 ，长

期 以 诚 信 文 化 宣 传 教 育 为 主 战 场 ，以

农 户 信 用 评 定 为 突 破 口 ，以 拓 宽 征 信

服 务 为 着 力 点 ，推 动 形 成 信 用 体 系 外

部约束、“村规民约”自然约束与信用

意识内部约束“三位一体”的良好信用

环境。

人行阿里中心支行长期以来致力

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地、县、

乡、村”四级鼎力支持下，科学合理评

定信用“县、乡、村”，并培育了一批信

用好、发展动力足、带动作用强的致富

模 范 和 榜 样 。 2019 年 4 月 ，日 土 县 日

松 乡 甲 岗 村 率 先 成 为 首 个“ 钻 石 卡 ”

村，“钻石卡”村的创建与培育，对于解

决 农 牧 民 贷 款 难 ，营 造 诚 实 守 信 的 信

用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足阿里地区“四卡村”信用环境

良 好 氛 围 ，人 行 阿 里 中心支行积 极 督

促辖内农行加强培育重信誉、守信用、

讲信义的“四卡村”，大力完善金融服

务环境，并施以增信、服务拓宽、结对

帮扶等普惠金融举措，服务农牧区、农

牧业、农牧民，打造“普惠金融”的特色

道 路 。 截 至 2020 年 6 月 末 ，阿 里 地 区

成功培育 10 个“金卡村”、1 个“钻石卡

村”，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信用评定的全

覆 盖 ，有 助 于 更 好 实 施 差 异 化 信 贷 政

策，打通农民致富路。

（图文均由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

行提供）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脱贫攻坚案例
—甲岗村的信用致富路

被评为昌都市脱贫致富奔小康典型标杆之一的

通 夏 村 ，在 农 村 信 用 体 系 及 金 融 惠 民 政 策 的 支 持

下 ，通 夏 村 成 为 了 昌 都 市 首 个“ 钻 石 卡 ”村 ，截 至

2020 年 6 月 ，该 村 133 户 已 取 得 授 信 ，授 信 率 达

90.47%，其中 46 户被评为“钻石卡”农牧户，凭借整

村良好的信用基础，充分利用信用资金支持和金融

普惠政策，村民纷纷走向各自的致富之路。

通夏村被评定为“钻石卡”村后，村民夏多泽仁

因信用度高和还款能力较强，被农业银行评定为三

星级“钻石卡”农户，授信额度达 30 万元。通过信贷

资金支持，夏多泽仁把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货物运

输 生 意 干 得 有 声 有 色 。“以 前 除 了 耕 种 没 有 任 何 经

济来源，家里穷得连电视机都没有，多亏这笔贷款，

我 才 开 着 大 货 车 做 运 输 生 意 。 现 在 好 啦 ！ 新 房 子

修起来了，家里的电器也有了，生活越过越好！”夏

多泽仁激动的说道。

信用村的评定也打通了村民洛松泽仁的致富之

路，他的建筑公司由于信用良好，陆续从农行获得了

1000 余万元的贷款，这笔资金帮助洛松泽仁的建筑

公司成为了该村的经济支柱产业。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致富带头人的洛松泽仁，在自身致富的同时还

带动了其他村民一同致富。他先后帮助本村 14 户、

54 人增加经济收入，人均月增收入 6600-7500 元。

金融助农，农村信用体系先行。通夏村天翻地

覆的变化，只是近年来昌都市成功推进农牧区信用

体系建设和金融支农惠农的一个缩影。我们深信，

随着农牧区诚信环境的不断改善，更多的“通夏村”

将会崛起在藏东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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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金融扶贫“钻石卡”贷款户集中兑现利益联结贫困户扶持资金仪式现场。

防汛救灾 全力以赴

14 日，安徽枞阳县长沙江心洲圩

堤告急：管涌发生处，喷出 1 米多高的

水柱，且水流越来越大，险情愈发严

峻。只有找到圩堤外水下的白蚁洞，堵

上进水口，才能控制住险情。怎么办？

“我下去！”

“我也下去！”

一人、两人、三人……6 名抢险队

员，衣服都没有换，就毫不犹豫跳进浑

浊的水中。他们一点一点地挪动，手

脚并用，试探寻找白蚁洞位置，水深处

脚踩，水浅处手摸，不时潜入水下。很

快，他们找到了白蚁洞大致位置。

抢险队开始在白蚁洞周围打桩

封堵。抢险队员先把削尖的打桩木

竖起来，挖掘机挖斗犹如大锤，每一

次重击，就有一根打桩木牢牢“站”在

江水中。三四米长的打桩木，只有 1

米 左 右 露 出 水 面 。 打 了 100 多 根 木

桩，抢险队借助木桩固定防浪布，再

把数百个沙袋连同填土一起扔下去，

封堵白蚁洞。

枞阳县水利局现场指导险情处置

的技术专家琚兵告诉记者，近日，受长

江干流持续高水位影响，江心洲圩堤

险情不断。在发现白蚁洞前，他们熬

了一整夜盯守处置该险情。14日早上

7 点后，内侧圩堤突然发生大面积塌

陷。通过勘察，专家断定白蚁洞是管

涌、渗水的主要原因，立即制定针对性

的处置方案，最终控制了险情。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管涌喷

出 的 水 柱 有 1 米 多 高 ，形 势 极 为 严

峻。”枞阳县武装部政工科科长、民兵

应急连连长刘学告诉记者，接到险情

通知后，他带着 80 名民兵立即出发，

赶往发生险情的堤段。民兵应急连

和江心洲村民、水利专家组成抢险突

击队，成功排除了险情。

多方齐心拧成一股绳。刘学告

诉记者，江心洲村民熟悉当地地形，

每人都是“活地图”，对守护家园积极

主动，只要有需要，他们是第一批跳

进洪水的；水利专家见多识广，处置

险情经验丰富，能短时间内拿出险情

处置方案；民兵应急连主要由镇村干

部、退伍军人、企业员工组成，普遍年

轻力壮，纪律性强，可以快速完成险

情处置方案的实施。

（新华社合肥7月16日电）

今年 18 岁的尹梦兴是安徽省宿松县隘口中学的高三毕业生。7 月 12 日，家

住宿松县佐坝乡振昌村的尹梦兴和村里的 10 名村民主动报名，紧急驰援同马大

堤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段，成为守护大堤的一名志愿者。

尹梦兴和其他 20多名志愿者一起，分成 4个小组，24小时轮流值守，负责巡查

沿江 600多米的堤坝，保护大堤安全。尹梦兴说：“只要大堤安全，我们的付出就有

意义。”

7 月 15 日，尹梦兴（前）和志愿者在同马大堤上查看水情。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护 堤 志 愿 者

水下搜寻白蚁洞的“人体探测仪”
——直击安徽枞阳江心洲抢险现场
新华社记者 程士华 陈尚营

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在脱贫攻坚中，结合当地资源

优势与环境特点，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和林下养殖，促进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

7月 16日，在舟曲县曲瓦乡城马村，村民在摘木耳。

新华社发（杜哲宇 摄）

特 色 农 业 富 藏 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