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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做实事发展添活力 

——六合区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调查 

刘献江 王心忠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紧紧抓住财政奖补契机,在夯实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上,加快推进村级公

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工作,大大改善了农村风貌。 

主要做法 

尊重民意,严把立项申报关。一是村居民主议定。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综合考虑农民需求急、受益广、成效显等因素,年

初,村居采取“三议一公示”的方法,即由村居委会提议、支部会商议、村居民代表大会决议,结果向全体村居民公示无异议后,

确定项目申报。二是街镇审核选定。街镇经管站对项目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渠道、决议情况和公示结果进行规范性

审核,筛选确定村居申报的项目。三是区级复核确定。区税改办、区委农工委、区财政局联合组织工作小组,本着“一改善三优

先”的原则,对街镇所有项目逐个进行现场勘查,并对项目合规性、可行性审核无异后行文上报省市批准立项。 

阳光操作,严把项目建设关。一是招标选好施工单位。通过街镇或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严格按规范程序实行招标,选定有资

质、有实力、有经验和低标的的施工单位。二是全程监管建设项目。街镇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抽调建设、水利、农路等部门相关

人员、村居干部和群众代表,专门成立项目建设监督小组,加强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和检查。 

四级监管,严把质量验收关。一是村居组织自验。工程竣工后,村居组织专人和群众代表,对照项目合同,进行自验,合格后申

请街镇复验。二是街镇复验。街镇组织专门成立验收小组,对项目进行复验,合格后申请区级抽验。三是区级抽验。区税改办、

区委农工委、区财政局组织专人对街镇进行随机抽验,合格后申请市级验收。四是市级验收。市税改办、市委农工委、市财政局

组织专人对街镇进行逐一检查验收,验收通过后,下达验收奖补资金尾款。 

专户管理,严把资金拨付关。一是实行专户管理。项目奖补资金由区、街镇两级财政设立专户,实行专账核算、专账管理。

二是实行报账直拨。严格实行开工预拔和完工结算拨付制度。项目开工时,中标单位到街镇财政所预拨 70%的工程款;其余资金,

项目建设完工并经审计验收后,项目施工单位凭真实合法票据、工程决算报告及专项审计等材料到街镇财政所报账,结清尾款。

三是实行预缴保证金。中标单位预缴标的 10%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为 1 年。期满无质量缺陷或质量缺陷得到

有效处置后,由“街镇专户”返还质量保证金。 

工作成效 

做靓了美丽乡村。截至目前,全区新建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623 个,总投资 18705 万元,惠及 9 个街镇 94 个村居

623 个组,受益群众达 20 多万人。一是村组道路更加通畅。建成村组灰色化道路 445条共 429.3 公里,改变了“晴天一身灰、雨

天两脚泥”的面貌。二是组级环境更加靓丽。村庄环境整治 17 个,整治面积 66140 平方米;绿化造林 5 个,植树 9200 棵;新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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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育场所 16 个,面积 41890 平方米;实施路灯项目 61 个,安装路灯 4227 盏。三是生产生活条件更加完善。新建涵闸 7 个、提

排灌站 11座,灌溉水渠 42条计 33.8公里,自来水管网改造 8个计 63公里。 

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一是兴旺了乡村旅游业。今年上半年,全区乡村旅游人数 419.4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7.5 亿元,

同比双增 15%。二是热销了农副产品。六合的富硒大米、大圣水芹、盐水鹅、猪头肉、活珠子、牛脯等优质农产品成了南京市民

餐桌上的“香饽饽”。三是方便了农民就近就业。水泥路通到各家各户,给农民的出行带来了便捷,也方便了农民就近就业。 

构建了和谐新农村。一是农民民主意识增强了。“民决策、民管理、民监督、民受益”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公益

事业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民主意识。二是党群干群关系融洽了。凡有项目的村居,村居干部都要规范履行民主程序,与

大家一起搞规划、议项目、谋发展,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架起了党群干群间“连心桥”。

三是乡村民风更加纯朴了。一些村组农民自发拟定村规民约,自发管护公益设施,形成了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把农村政治

文明、乡风文明建设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存在问题 

需求矛盾仍然存在。7年来,全区 623个组新建了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仅占村民小组数的 26.79%,建设步伐不快。

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等民生问题还普遍存在,农民对提高生产生活质量的愿望日益增强,迫切要求加快村级公益事业“一

事一议”建设,需求矛盾仍较为突出。 

省市财政奖补标准偏低。省市财政奖补 8526 万元,仅占总投入的 45.58%,还不含管护资金。平均每个项目只有 16.63 万元,

而每个项目平均需投入 30.2 万元。据统计,7年来,623个项目总投入 18705 万元,其中区财政配套 2060万元,占 11.01%;街镇财

政配套金 3193万元,占 17.07%;村居自筹资金 4926万元,占 26.34%。 

管护机制尚不到位。对建成的项目,因财政未安排专项后期管护资金,加上村居经济尚薄弱,无力完全承担后期管护所需支付

的资金,导致“重建轻管”现象偶有发生。 

对策建议 

进一步做好“一事一议”长远规划。一是全面摸清需求。职能部门和街镇要结合村居建设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逐组调查,

进一步摸清村居“一事一议”项目需求情况。二是科学编制建设规划。结合村居实际,立足组级资源凛赋,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

下,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编制“全覆盖”长远规划,制定目标分解任务,明确项目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三是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围绕目标任务,分年度实施项目建设,加大考核力度,有序推进,确保全面完成。 

进一步加大对项目建设扶持力度。一是建议省市奖补项目重点向经济薄弱村居倾斜。虽然实现了村村通,但组级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经济薄弱村居,急需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建议省市在安排项目时,应重点向经济薄弱村居倾斜。二是建

议省市提高奖补项目补助标准。目前,省市奖补比例不到一半,不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建议省市尽可能提高项目奖补标准,按经

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薄弱地区分类施策。同时明文规定区和街镇配套比例,并专项安排管护资金。 

进一步建立健全管护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管护制度。为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村居要建立健全道路、路灯、水渠维护、林

木和涵闸看管、环境卫生保洁等管理制度,确保“一事一议”项目管护有章可循。二是建立一支管护队伍。村居要明确分工,紧

抓扶贫项目安置公益购岗的契机,安排低收入农户就业,建立一支管护队伍,负责环境卫生保洁、绿化和设备看管维护等工作,确

保责任明确、有人管护。三是建立村规民约新风尚。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一事一议”项目建设和管理,形成

齐抓共管新局面,传承正能量树立新风尚,夯实强农基础,增添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