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 年临夏县预算编制中其他重点

事项的说明

按照《预算法》和《甘肃省预算监督审批条例》规

定，现将临夏县 2019 年预算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重点事项

报告如下：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18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48 万元，根据中央

有关政策规定，2019 年初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548 万元，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二、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3363 万元。

三、“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部门预算汇总情

况

（一）2019 年临夏县“三公”经费预算 685 万元，

比 2018 年减少 31 万元，同比下降 4.33%，其中：因公出

国（境）费用 2018 年和 2019 年预算为 0 万元；公务接

待费 65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16 万元，下降 19.75%；公

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620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15 万元，

下降 2.36%（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9 年预算为 15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15 万元，主要是部分公务车辆老化，达到报

废期限，属于正常更新；公务用车运行费 605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30 万元，下降 4.72%）。“三公”经费下降

的主要原因：单位厉行勤俭节约，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严控“三公”经费开支。

（二）2019 年部门会议费预算 126 万元，较 2018 年

增加 6 万元，增长 5%，主要原因是为打好脱贫攻坚战，

单位召开精准扶贫等有关会议，会议费预算有所增长。

（三）2019 年部门培训费预算 123 万元，较 2018 年

压减 28 万元，下降 18.54%，主要原因是厉行勤俭节约，

压缩一般性开支。

四、临夏县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面的情况

近年来，县财政局高度重视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和结

果应用，逐年加大绩效考评力度，部门和单位的绩效理

念进一步增强，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不断提高。

（一）2018 年工作开展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提供组织保障

2018 年，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相关要求，

我县高度重视，召开专题安排部署会议，成立了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同时，邀请绩效评价咨询服务公司的专家，对全县各单



位财务分管领导、项目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了专题业

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对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思想认识，

夯实了工作基础，为全面完成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2.精心组织，着力推进

按照“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稳步实施”的原则和

建立“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三层次评价体

系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临夏县 2018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我县对

县教育局、县民政局、县农牧局、县卫生健康局等预算

单位重点民生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在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方面，明确要求部门(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

申报明确的项目绩效目标，并尽量予以细化财政部门最

终确定评价对象，在评价对象选择上，我们紧紧围绕财

政管理的重点领域、项目支出的重点部门，以及社会关

注度高、影响力大事关民生方面的支出项目，项目涉及

教育、农业、社保等领域。评价实施范围逐步扩大，评

价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给相关

部门单位，根据评价结果，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措

施，将重点项目的评价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二）2019 年工作打算



2019 年，我们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预算绩效评价工作。一是

加强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制定下发 2019 年全县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靠实工作责任，

确定绩效管理的重点领域，全力组织开展好全县财政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二是强化宣传培训，树牢绩效意识。

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

的氛围。在财政资金分配方面，要打破过去的分配格局，

树立按绩效分配意识，将资金优先分配给绩效高的项目，

让部门单位从“要钱难”向“花钱难”转变。三是完善

制度办法，加大绩效监控。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指标体

系，规范一二三级绩效指标，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强化

预算执行的绩效控制、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同时，积极

开展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反馈和整改绩

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绩效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五、2019 年财政重点工作

今年，财政工作将全面落实县人大常委会议的审议

意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围绕全县总体发展思路，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积极组织收入，全力保障支出，全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一）加大财政投入，促进经济发展提速增效。按

照全县重点建设目标和民生领域，科学合理安排财政资

金。重点加大教育、水利、交通、农业、住房保障等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改善城乡生产生活条件；积极扶

持畜牧养殖、特色林果、蔬菜基地、布鞋加工等富民产

业发展，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发挥以奖代补、贴息等财

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投入总量，建立多元

化、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二）加强财税征管，确保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严

格落实财税政策，切实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税收征

管力度，靠实收入任务，做到应收尽收。继续加强财源

建设和税源管理，增加收入总量。继续深化非税收入管

理，加大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国有资产处置出租以及

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监缴力度，增加非税收入，确保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三）优化支出管理，全面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按

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总原则，坚持厉行节

约，大力压缩公务支出，积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证强农惠农、社会保障、教育

卫生、科技文化等民生支出需要，全力保障脱贫攻坚等



重点领域建设需要，提升财政支持发展的能力。

（四）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不断增强财政实力。继

续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积极抢抓中央支持“三区三州”

脱贫攻坚和省上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有利机遇，

研究投资导向，掌握政策信息，主动跟进对接，加大精

准扶贫方面的资金争取力度，积极争取省上产业扶贫专

项贷款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贷款，扩大财政资

金总量。

（五）着力保障民生事业，全面落实惠民资金。切

实加大教育、卫生、计生、科技、文化、广电、环保、保

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投入，着力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积极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夯实“三农”发展基础；继续

做好精准扶贫贷款和产业贷款发入管理工作，有效解决

群众贷款难和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六）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严

格按照中央、省州财税改革的各项要求，推行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拓展国库集中支付的深度和

广度，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切实增强法治观念，

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加强乡镇财政建设，夯实乡镇

财政管理工作，强化对乡镇财政的监督管理。

（七）切实加强财政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坚



持财政“大监督”的工作格局，严肃财经纪律，确保省

州县财政管理各项规定落地执行。积极开展强农惠农、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救灾扶贫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

和专项整治，加大财政监管力度，确保各类资金安全运

行。

（八）全面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财政效能。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效能意识，简化工作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努力建设服务型和效能型财政，努力打

造一支作风优良、务实高效、勤政廉洁的财政干部队伍，

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为财政改革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