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政府工作通报
（第 15 期）

汝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31 日

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近年来，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财政部

门对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改革破题、用实效担当，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将“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理念贯穿于财政管理全过程，有效发挥财政对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一、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部门预算管理

该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决

策部署，规范部门预算管理，将过紧日子思想落到实处。一是

科学编制部门预算。按照“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

出一个口子”的要求，实行零基预算，归并整合现有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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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压减低效和非必要项目支出。根据“守住底线、突出重

点”的原则，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确保

“三保”支出无缺口。二是严格预算支出执行。严格遵守“先

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

真正做到“无预算不支出”。年度预算执行中，无大事、急事、

要事原则上不办理预算追加，新增的临时性、应急性等支出，

原则上全部在现有预算内通过调整部门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

金等渠道解决。三是加强财经纪律约束。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

动态监控机制，加强对各部门支出预算管理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将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与下一年度专项经费预算相挂钩。加

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建立涉密信息清单管理制度，除涉密信

息外，其他所有财政安排的资金全部公开。依法自觉接受人大、

审计和上级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切实把财经纪律和各项管理

制度落到实处。

二、深化预算改革，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一是做好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把预算项目作为预算管理

的基本单元，实行“先入项目库，再列入预算”，通过逐年更

新滚动管理，强化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实现财政可

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强化地方

财政暂付款管理。年度预算执行中，除已按程序审批的事项外，

不得对未列入预算的项目安排支出。严控新增暂付款规模，切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基层财政平稳运行。三是实施全流

程预算绩效管理。将所有财政收支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并

按照预算和绩效管理相关规定，优化管理流程，明确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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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机制，将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政策调整、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对交叉重复的

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的资金予以削减取消。四是

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积极与上级财政部门沟通，持续优

化预算指标调剂、指标管理、集中支付、工资统发、动态监控、

会计核算等业务操作程序。做好系统培训和业务指导，县财政

局抽调两名业务骨干，专职辅导各部门财务人员做好一体化系

统记账，先后举办 6 期近 600 人次的业务培训班，建立系统记

账进度月通报机制，有力推动了一体化系统记账工作开展。目

前，全县 411 个预算单位已全部通过一体化系统开展记账工作。

三、加强债务管理，保持财政平稳运行

一是用足用好新增政府债券。坚持把新增政府债券作为落

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切实发挥新增债券对地方扩内需、

稳增长、惠民生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府对

债券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政府主导，发改、财政部门牵头，

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明确部门任务，夯实部门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明确专项债券资金投向。坚持专项债券必

须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投向符合农林水利、生态环

保、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严禁用

于负面清单，确保专项债券资金必须按规定专款专用，严禁用

于置换存量债务，严禁发放工资、单位运行经费等经常性支出，

严禁用于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等。三是妥善化解政府隐性债

务。对全县 292 个财务独立核算单位进行常态化动态监控，对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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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风险情况定期分析研判机制，坚决守着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方筹集

资金，确保如期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通过探索预算绩效管理关口前移，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该局将进一步加压增责、奋力拼搏，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强化“绩效优先”导向，发挥机制的引导作用，真

正用“制度笼子”来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不断提升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加快推动我县“三县一家园”建设发展。

本期发：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县政府副县

长，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直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