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静县第十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文件（18）

关于 2021 年和静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1 月 3 日在和静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和静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报告 2021 年和静县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

一、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21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预计完成 320995 万元，其中：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97365

万元，增长 24%；上级补助收入 17619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

贷收入 38700万元，调入资金 8689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51 万元。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317831 万元，其

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81906万元，下降 13%；债务还本支出

25566万元，上解支出 1035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3164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1972 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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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262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43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 29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41972 万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3605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调出资金 565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6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执行情况。县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预计完成 27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117 万元，结余 170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21 年全县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6294 万元，预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总计预计完成 24949 万元。

（五）2021 年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自治区财政厅核

定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23965 万元（一般债务 222665 万元、

专项债务 101300 万元）。2021 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295103.29 万元（一般债务 194453.29 万元、专项债务 100650 万

元）。

二、2021 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我县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重点工作部署，认真贯

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步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合理研判财政收支形势，

做好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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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方百计稳增长，超额完成收入任务。不断强化财

税联动协同，持续加大综合治税力度，“跑冒滴漏”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收入质量明显提升，超额完成年初既定任务。一是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综合治税机制，进一步强化组织收入

责任，深入分析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坚持依法征税，依规

组织非税收入，确保财政持续增收。二是加大非税收入征缴力

度。实时跟踪土地招拍挂情况，及时征缴土地出让金并加大清

欠力度；对全县国有资产进行梳理，摸清家底，全力盘活国有

资产存量，不断发挥效益。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持续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支出标准

化，努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严格预算管

理、严控预算支出精神，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预算编制

的基本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把预算支出关口，

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审核新增财政支出，大力削减或

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全年“三公”经费减少 5%，节支潜力有效

挖掘。

（三）提高政治站位，兜牢兜实“三保”政策底线。牢固

树立底线思维，强化责任落实，坚持把“三保”作为全年财政

工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将“三保”控制在预算之

内，确保基本民生得到保障、人员工资按时发放、单位正常运

转，2021 年支出“三保”预算 152086 万元。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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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生命至上，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始终坚持

“四个不松”，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防控措

施，“八项监测预警机制”有效运用，投入 3000 余万元采购储

备医疗救治和防护物资，巴音布鲁克PCR实验室，372套标准化

集中医学观察用房建成投用。

（六）全力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安全风险有效降低。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全力

保障安全生产各项资金，投入 4300万元用于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巴音布鲁克消防站等项目加快推进，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七）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项目资金引领作用有效发

挥。一是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在上级专项资金到达后第一

时间告知项目主管部门，督促其尽快安排使用衔接资金。截至

目前，到位衔接资金 6964 万元，已支付 6964万元，支付进度 1

00%；一般债 6000 万元，已支付 6000 万元，支付进度 100%；

二是狠抓绩效管理。利用动态监管平台，对每笔资金设定绩效

目标，并聘请第三方对全县资金绩效工作进行培训指导。2021

年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填报比例 100%、审核比例 100%，

并已上传动态监管平台，实行闭环管理。三是主动公示公开。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

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巴扶贫领字〔2018〕55 号）规定，我

县 2021 年扶贫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已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

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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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着力保障民生支出，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千方百计

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体系。积极落实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年拨付就业资金 1590 万

元。高度关注低收入群体，全年城乡低保资金投入 3339 万元，

城乡低保标准提高至 5160 元/年；投入 1.84 亿元，完善城镇基

础设施，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九）抓实化解债务风险工作，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

将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度，

着力控制新增债务，积极化解存量债务，2021 年做到“零”违

规举债，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

年已化解债务 45880 万元，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 50000

万元。

（十）全力做好直达资金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不断完善直达资金监控系

统，加强执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有效确保了资金规范

安全高效使用。做到了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全年到位直

达资金 45437.88 万元，支出进度达 93%。

三、2022 年财政收支预算安排

（一）公共财政预算。2022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计

完成 260140 万元，其中：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4181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141598 万元，调入资金 3461 万元，地方政府债

券转贷收入 10900 万元。2022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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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60140 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41306 万元（包含

隐性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157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

出 7054 万元、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付息支出 281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15665万元，上解支出 3169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2022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计划安排 1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284 万元。支出计

划安排 6433 万元（包含债务付息支出 3750 万元），调出资金

346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9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2022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

收入预算计划安排 5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50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2022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计划安排 29150 万元，支出计划安排 27042 万元。

四、“三保”支出预算安排

2022 年全县“三保”可用资金 245091 万元，“三保”预计

执行数 150161 万元，其中：保工资 79662 万元、保运转 6758

万元、保基本民生 63741 万元。

五、2022 年工作计划

严格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自治州党委、人民政

府，县党委的工作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求，切实发

挥财政职能，积极落实好各项财政政策、狠抓增收节支，加快

财源培植，为推动稳定发展各项事业更进一步做出积极贡献。

（一）严格财政预算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整饬财经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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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强化财税收支，推行非税收入精细化预算

管理，对国有土地出让金及城市配套费收入依法应收尽收。加

强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严

格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推进

厉行节约，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审核新增财政支出，大力削

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深入挖掘节支潜力。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认真贯彻落实“三保”政策各项要求，进一步优化支出结

构，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确保得到有

效保障。

（三）严格落实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

政策的连续性，充分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全力支持做好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用好财政支农资金，

全力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基础，推进全面乡村振兴。

继续加大污染防治财政投入力度，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绿

色生态屏障。切实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巩固直达资金工作成效，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进一

步发挥惠企利民作用。

（四）积极推动民生事业发展。发挥财政推动就业、创业

作用，帮助困难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持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支持职业教育、高中教育发展，实施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做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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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医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保

障。落实重大疾病救助政策，完善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支

持文化惠民，加大公共文化专项投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五）持续发挥项目资金效益。认真研究国家有关债券发行

政策，提前统筹谋划，做好债券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债券资金

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管好用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放

大资金效应，支持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在执行好现有中央预算

内等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加大对接力度，争取更多资金到位，

惠及更多群众。

（六）不断深化财政改革。扎实开展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全面落实预算管理一体化，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一

步夯实国有企业资产整合基础，建立规范高效的国有企业运行

方式，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和水平。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加

强内控制度建设，规范财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理财再上新台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