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苍溪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4年 4月 10日 

在苍溪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苍溪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苍溪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提请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县

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财政系统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

人大和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543”发展战略，认真

执行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持续增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157541 万元，其中：中央级收



入 34145 万元，省级收入 23253 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143 万元（税收收入 59326 万元、非税收入 40817 万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省市补助、上年结转、接受其他地区援

助收入、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

入总量为 657223万元。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9668万元，完

成预算（调整预算，下同）的 99.8%。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

上解支出、债务还本等支出 622842 万元后，结存资金 34381 万

元，结存资金按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主要收入执行情况是：增值税 1482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9%；企业所得税 3452万元，完成预算的 88.6%；资源税 176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耕地占用税 1149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2.1%；契税 34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71.4%；非税收入 4081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0.8%。 

主要支出执行情况是：农林水支出 117136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5%；教育支出 987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7%；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807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1%；卫生健康支出

519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4%；交通运输支出 27602 万元，完

成预算的 73.6%；债务付息支出 1570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8%；

节能环保支出 1233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5.3%；城乡社区等其

他各项支出 125480万元，完成预算的 95.7%。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4698万元，完成预算的 97%，加省市



补助 649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 96100 万元等收入后，

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20218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57826万元，完成预算的 95.4%，其中：征地拆迁和补助被征地

农民支出 36252 万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农业农村支出 5197

万元、专项债券项目支出 65900万元、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费支

出 14284万元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调出资金、专项债务

还本等支出 196126万元后，结存资金 6059万元，结存资金按规

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加

上级补助收入 34万元、上年结余 77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

量为 103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60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解决县属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等。收入总量减

去当年支出和调出资金 279万元后，实现收支平衡。 

4.涉农资金整合 

一是资金来源情况。2023 年纳入整合财政涉农项目资金

25854.1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460 万元、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32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5724 万元，省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

金 420万元、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120万元，市级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48.17 万元，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4250 万元。二是资金安排情况。安排用于农业



产业发展 18461.95 万元；农村产业基础设施 7268.74 万元，包

括县发改局以工代赈项目 395万元、县森林公园事务中心三溪口

国有林场森林体验设施（防火瞭望塔）建设项目 103万元、县国

农区办元坝镇清鹤村共同富裕试点示范项目 593.6万元、县农业

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大获粮油园区及提灌站建设等项目

1761.13 万元、县水利局农村供水保障及渠系配套等项目

2053.51万元、县乡村振兴局示范村奖补等基础设施项目 2362.5

万元；其他类 123.48 万元，包括县农业农村局金垭园区建设项

目规划费 18 万元、县水利局山洪灾害危险区基层责任人补助项

目 15.48万元、县就业服务中心开发脱贫公益性岗位 90万元。 

需特别说明的是，按照省委农办 2023年 11月对我县财政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审查意见，不将“雨露计划”项目纳

入整合方案，因此，本年度涉农资金整合方案中来源及资金安排

金额，均比 2023年县人大常委会审批方案减少 650万元。 

5.地方政府债务 

截至 2023年底，我县债务总额为 1078530万元，其中：系统

内债务 891195 万元（一般债务 445537 万元、专项债务 445658

万元）；财政部债务监测平台隐性债务余额 187335万元。预计政

府债务率为 137.6%，风险等级为黄色，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以上是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批准。 

（二）落实县人大决议和完成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2023年，按照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认真落



实县委重大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比发展，全面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总体要求，兼顾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发

展与安全，全县财政管理改革取得新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着力抓收入，可用财力稳中有进。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0.0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5.93亿元,税占比 59.2%)，历史

首次“破 10”，为预算数的 101％，较去年增加 1亿元、增长

11.1％,总量和税占比均居全市县区第一位；完成政府性基金收

入 9.47亿元，较去年增加 3.69亿元、增长 63.9％；抢抓“万

亿国债”“四类地区”等特殊政策机遇，牵头争取到位各类补助

资金 70.77亿元(含债券资金 17.95亿元)，其中财政部门争取到

位资金 33.41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6.9％、27.9％。全县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地方政府

债券转贷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超 80亿元，财政综合

实力明显提升。 

2.着力保重点，预算支出保障有力。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97亿元，较上年增加 0.59亿元、增长 1.1％。一是坚持“三

保”优先顺序。全面落实“三保”支出责任，持续压减非刚性、

非重点、非急需支出，“三保”支出 35.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达 67.8％；政府性基金支出 15.78 亿元，保证了

重大项目征拆、失地农民社保兑付、PPP项目付费、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支出等顺利实现。二是聚焦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投入



10亿元以上，确保通威硅基新材料、县人民医院老院区服务能力

提升、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百利新区、中洋花苑片区等 15 个

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

生福祉持续改善注入了强劲动力。三是坚持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

子。持续开展“三项清理”，清理盘活闲置财政资金 7700余万元。 

3.着力守底线，风险防控扎实有力。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严

防政府债务风险。按照“化解存量、严控增量、疏堵结合、稳步

推进”的思路，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逐年降低政府隐性债务。多次组织召开全县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暨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题工作会议，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

则，明确债券使用单位还本付息和收益上缴责任，下发《债券利

息及收益催缴通知书》20份，共收缴债券利息及收益超 3亿元。

县财政局会同县目标绩效事务中心深入乡镇开展隐性债务化解专

项督导，指导各单位化债工作，全年化解隐性债务 2.8亿元，超

省下目标任务 132万元。通过多种方式组织政府性基金收入,做大

分母,全年基金收入总量达 16.71亿元(含上级补助 0.65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总量达 15.78亿元,政府债务率预计为 137.6%,比上

年下降两个百分点;专项债券偿债倍数约为 1.6 倍,比上年提高

0.52倍,顺利实现债务风险预警县摘帽。 

4.着力强管理，预算绩效全面提升。积极配合省厅开展省级

重点绩效评价，2023年省财政厅重点绩效评价选取我县 4个项目，

涉及年度 2020—2022年三个年度，项目总体评价效果好。持续开



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全年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11个，涉及金额

11742.88 万元，下发整改通知书 1 份；开展事中绩效监控 12 个，

涉及金额 20248.5万元；事后重点绩效评价 20个，涉及金额

107248.57万元，下发整改通知书 2份，收回存量资金 700余万元。

加大培训指导力度，全年组织全县各预算单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集中培训 2场，累计培训 700余人次，有力提高了全县预算单位

绩效管理水平。 

5.着力常检查，财政监督高效强劲。开展过紧日子落实情况

专项检查，县财政局会同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县教科局、县卫

生健康局组成 8个检查组，对全县 259个预算单位就 2022年 8月

以来各级各部门“过紧日子”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由县纪委监委分单位下发《检查整改意见书》，

责成相关单位改正，完善制度、调整账务、收回资金。开展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分别对运山镇、石马镇等 16个单位（企业）进行

了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检查整改意见书》。持续

加强政府投资评审和政府采购工作。完成评审政府投资项目 311

个，政府投资项目送审金额 22.4亿元，审减 1.6亿元，审减率

7.1％；完成政府采购项目 246个，采购预算金额 2.4亿元，实际

采购金额 2.2亿元，节约资金 0.2亿元，节约率 8.3%。 

6.着力严规范，财政改革稳步推进。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

强化财政资金管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的通知》精神，坚决遏制部

门随意下发项目计划文件，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资金管理。出台了



《关于促进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加力提效有关事项的告知函》，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财政保障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修订完善《苍溪县小额工程实施管理细则》，对于规范小额工程

管理，促进项目结余缴库，有效增加地方建安企业税收入库等具

有重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财政经济指标再次取得了“四

个全市第一”的好成绩。一是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10

亿元，居全市第一；二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占比为 59.2％，

连续二十余年稳居全市第一，高于全市县区平均水平近 12 个百

分点；三是全年争取到位各类财政性、债券资金 70.77亿元，到

位资金总量居全市第一；四是财政综合管理获得全市 “拼经济、

比发展”财政激励约束奖补资金 800万元，总量居全市第一。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县委、县政府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县人大监督指导、县政协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县级各部门和乡镇

党委政府凝心聚力、踔厉奋发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

对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县人大有关决议要求，财税工作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基础仍不牢固，

刚性支出增长快，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紧平衡状态短期内难以

改变；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增，债务

风险不容忽视；财政库款长期低位运行，“三保”压力较大，支持

保障经济发展力不从心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



表和委员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2024年预算草案 

2024 年预算编制遵循“收入安排积极稳妥、支出安排突出

重点、预算管理严格规范、风险防范严守底线”的原则，根据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 2024 年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合理编制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107655万元，增长7.5%。

加上级补助 278922万元、上年结转 34381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转贷收入 743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417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76万元，收入总量为 496651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县支出预算拟安排为 496651 万元，

在此基础上，扣除上解支出 6936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

支出 62700 万元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为 427015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是：“三保”支出 267254 万元（其中：保基本民

生 115237万元、保工资 139380万元、保运转 12637万元）；新

增一般债券项目支出 11600 万元；一般债券付息及发行费用

15058万元等。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8005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 60000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9000万元、

污水处理费收入 85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 万元



等），加上年结转 605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13 万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2900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109622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县支出预算拟安排为 109622 万元，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6722万元，主要用于征地拆迁补偿

支出 16847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农业农村支出 5845 万元、

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支出 6500万元、PPP项目运营补贴支出 767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 14729万元等；专

项债券还本 2290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1390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34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1424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县支出

预算拟安排为 1424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07万

元，主要用于解决县属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支出、

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17万元。 

（四）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省财政厅将于年度内分批组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截至目前，

已下达我县提前批新增一般债券 11600万元、专项债券 25797万

元。待全年债券发行完毕后，及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新增债券

使用和限额调整方案。 

以上 2024年县级预算草案，已报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和全体

会议、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请予审查批准。2024年县级部门预

算草案〔详见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文件（20）〕、2024年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详见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文件（21）〕，

2024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详见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

议文件（22）〕已全部报送大会，请予审查。 

需要特别报告的两个事项，一是全县财政拨款安排“三公”

经费预算 2383万元；二是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2024年 1

月 1日至预算草案批准前，已安排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必须

的基本支出。 

三、2024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按照县委、县政府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工作总基调，大

力实施“543”发展战略，坚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全力以赴拼经济比发展，集中财力办大事

要事，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努力提

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 

（一）全力组织财政收入。积极应对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仍不

牢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税收

收入回升势头缓慢，非税收入后期增长潜力和空间逐步减小，土

地市场整体处于疲软态势等不利因素，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

进一步提高收入质量，促进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力争

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76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8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14亿元。 

（二）强化财政保障作用。盯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

运转”的财政保障原则，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

顺序。重点兼顾事关苍溪发展大局，县委、县政府着眼的通威硅

基新材料、宏和电子布、工业园区和乡村振兴等重点项目；加强

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支持加快苍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深

入实施教育强县战略、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确保民生支出占

比稳定在 65%以上，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为促进未来的工业强县、

农业兴县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贡献今天的苍溪财政力量。 

（三）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在省政府核定、

县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完善债务管理考核问责和定期督办

机制，严格逗硬乡镇、县级部门（单位）债务管理年度目标和党

政领导政绩考核；及时足额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债务本息按时偿

还，全面完成全年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2.38 亿元，一般债务还本

付息 7.78亿元，专项债务还本付息 3.76亿元。偿债倍数牢牢控

制在 1.4 倍以内，政府法定债务率控制在 145%左右，一般债务

和专项债务利息支出占比分别控制在 10%以内。 

（四）全力做好资金争取。准确把握 2024 年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走向，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类地区”发展、“一带

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

战略机遇，争取上级更多政策和项目资金向我县倾斜。全面发挥

好争资牵头作用，全年力争到位各类财政性、债券资金 72亿元。 



（五）大力提升资金绩效。练好财政“内功”，持续提升财

政治理效能，提升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水平。建立“以结果为导

向”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做到“小钱小气、大钱大方”，强化财会监督、过“紧日

子”监督，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实行结转结余资金定

期清理机制，预算单位结余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县财政统筹安

排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