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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凤庆县 2019 年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补充使用方案

根据《云南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操

作指南》（云财农[2019]102 号）文件要求，8 月 15 日调整

方案出台后，接到的中央和省级涉农资金，我县根据脱贫攻

坚工作的实际需要纳入整合，特补充完善本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脱

贫攻坚工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习近平

扶贫论述摘编》，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

目标，严格执行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实施精准

扶贫，确保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二）总体要求

根据脱贫攻坚“一库两图”的编制情况，继续积极向上争

取项目资金，保持“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

入格局，进一步提高资金整合的深度和质量，将“因需而整”

与“应整尽整”紧密结合，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尽可能将纳入

整合范围的各类资金在“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以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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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为导向，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提升，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三）基本原则

1.坚持项目先行原则。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整合资

金优先安排脱贫攻坚项目库的项目，没有入库的项目不安排

资金。

2.坚持对标补短原则。瞄准贫困、精准施策，紧紧围绕

全县主导产业，针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环节，对照脱贫标准，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安排整合资金。

3.坚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原则。各项目主管部门要做

到上下统筹、条块统筹，及时报审项目、资金需求计划，对

整合资金项目及时提出项目实施计划，对整合资金加强管理

使用。

（四）编制依据

方案编制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

（云厅字〔2016〕20号）、《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沧

市支持县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临政发〔2016〕226号）、《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人

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扶

贫办关于做好 2018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财政涉农资金省级源头整合支持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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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县脱贫攻坚的意见>的通知》（临财农发〔2018〕64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

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范围负面清单的通知》（云财

农发〔2018〕87号）、《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云南省产业扶贫工作考核办法(暂行)的通知》（云开

组办〔2018〕39号）等文件为依据，按照《中共凤庆县委 凤

庆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凤发

〔2016〕6号）确定的目标任务要求，结合《凤庆县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凤庆县精准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凤开组办〔2018〕

38号）的项目编制情况，通过可整合资金量的预测，编制方

案。

二、目标任务

（一）脱贫目标

围绕贫困对象实现“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2019

年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并大幅度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

（二）资金需求

根据《临沧市凤庆县精准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共需资金 7.18亿

元。

三、整合资金

（一）整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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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整合范围是《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和

省级财政扶贫资金清单的通知》(云财农〔2018〕199号)中明

确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央资金 16 项、省级财政资金

11项、以及市级、县级财政整合的其他扶贫资金）。对中央

和省明确规定不能整合的涉农资金、补贴到个人的社保和民

生类涉农资金、救灾和应急等有特定政策目标的涉农资金不

纳入整合范围。

（二）整合规模及来源

通过预测，2019年可整合各级财政涉农资金 6.85亿元，

比 2018年实际整合 4.7亿元增长 2.15亿元，增幅为 45.7%。

资金来源分别是：水务局 978万元、交运局 20801万元、住

建局 26779.93 万元、农业农村局、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3424.67万元、林业和草原局 992.12万元、扶贫办、民宗局

13995万元、发改局 720万、文旅局 20万元、环保局 800万

元（计划情况详见附表 2 ，具体实施按照项目和资金分配方

案批复为准）。

（三）整合资金用途安排及补助标准

计划情况详见附表 3，具体实施按照项目和资金下达情

况为准。

四、项目规划

根据对标补短分析，结合可整合资金量，按照“轻重缓急”

原则，2019计划实施年脱贫攻坚项目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入

68510.72万元。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内容、

规模、项目行业主管、项目实施部门、项目建设时间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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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3。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提升脱贫质量。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覆盖 13

个乡镇的贫困村，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47051.83万元。

1.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一

是实施建制村通畅工程 204.5公里，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2270万元；二是实施接漾线改造工程 11公里，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 1760 万元；三是实施窄路基路面修复工程 33.5

公里，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436万元；四是实施县乡道公

路安防工程 462 公里，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3234 万元；

五是小湾隧道维修加固，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281万元；

六是实施农村扶贫公路建设，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720万

元。

2.加大水利项目投入，解决农村安全饮水困难问题。农

村饮水保障项目 1件，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480万元；建

设公益性水库维修养护项目，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01万

元；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及河长办信息平台建设维护项目，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27万元。

3.不断改善民生，推进安居房建设，加大补助资金兑现

力度，提高群众满意度。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

工程建设项目，确保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四类对象”安全住房有保障。整合农村

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项目资金、其他民居房建设补

助资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6725.83万元，兑现全县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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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兑付补助资金、2019年改造安居房补助资金。

4.不断提升人居环境。一是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1项，二是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5

个村，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017万元。

（二）加强产业发展，确保贫困户有稳定的增收产业。

实施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20893.29万

元。

1.多渠道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为贫困户、村

集体经济增收创造条件。依托自然村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项

目、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综合水价改革、高标准农田建设、

核心糖料基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对产业路、机耕路

进行硬化、建设产业用水管道和水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项目 16个、开发公益性岗位 54个、发展特色蔬菜种植 166

亩，小流域土地总面积为 74.67平方公里，种植经济果木林

171.08公顷，水土保持林 7.52公顷,保土耕作 1894.89公顷，

封育治理 3887.49公顷，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 1.78万亩，甘

蔗全膜覆盖 37345.3亩,甘蔗种植大户产蔗 13497吨，甘蔗良

种产量 813.3吨，水果种植示范基地 2000亩，以及林下经济

中草药种植、构树、油菜，并配套实施 3个贫困村产业路 47

公里。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6778.66万元。

2.发展生态扶贫项目，增加贫困户收入。建设国有贫困

林场 1个，实施核桃提质增效 1万亩；实施植被恢复造林 600

亩；实施新华白蜡村绿化、雪山镇王家寨村绿化、凤山镇安

石村绿化提升人居环境；种植 3万亩樱花、红花油茶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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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种；0.5 万亩核桃种植、补植、抚育管护及配套设施

建设；0.7 万亩滇橄榄嫁接、补植、抚育管护及配套设施建

设；0.025 万亩绿化苗木、产业用苗培育及配套设施建设；

0.31万亩核桃种植、补植、抚育管护及配套设施建设；10万

吨核桃饮品加工生产线建设；实施红花油茶抚育 500亩；实

施植被恢复造林 500亩，种植攀枝花+云南松；实施麦地村、

东山村县城面山绿化 100亩；900亩澳洲坚果基地的整地、

打塘定植、抚育管护及病虫害防治、营林道路、项目建设培

训等。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115.47万元。

3.改善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带动农民脱

贫致富。建设燕子岩旅游厕所 1个，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20万元。

4.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发展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增加

贫困户收入。通过县农商行、农业银行依银行基准利率向贫

困户发放 3年期产业贷款，财政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贴息的

方式，解决贫困户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安排

2019年贫困户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 400万元，安排 2019

年贷款贴息资金 200万元；对农商行、农行 2017年和 2018

年发放的小额信贷进行贴息 359.16万元。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 959.16万元。

5.建拟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路子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施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9个，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 450万元。

6.建设扶贫车间，开展民族团结示范村创建。对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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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示范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培训等方面投入扶持，

建设诗礼乡永乐村核桃专业合作社等 13 个扶贫车间项目。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570万元。

（三）关注教育扶贫，继续解决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难问

题。实施 2018年秋季学期、2019 年春秋季学期雨露计划项

目，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65.6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工作顺利开展。在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字学强、陈正

华副县长为副组长，涉农资金项目单位、资金监管单位负责

人及 13 个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为成员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财政局）等部门要本着“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各记其功”

的原则，切实负责，推动资金整合工作。

（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更进一步规范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管理

1.严格资金使用管理。按照《临沧市财政局组织落实财

政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788”工作行动的通知》

（临财农发﹝2018﹞131号），我县已经出台了《凤庆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凤政办发﹝2018﹞82

号）、《凤庆县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凤

政办发﹝2018﹞104号）、《凤庆县财政扶贫资金报账制实

施办法（试行）》（凤政办发﹝2018﹞124号）等各类扶贫

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转发了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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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各乡镇、各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一是要加快项目

实施，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严禁违规使用资金，进一步对资

金结存、结转、结余情况检查整改；二是要严格执行公示公

告公开制度。推进政务公开，县级有关部门应将涉农资金政

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管理责任、工程监理、监督

跟踪工作进度等信息及时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媒

体向社会公开，同时执行实施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

受群众监督。三是要扎实抓好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报项目实施方案时同步报项目绩效目标，实施项目中要开展

目标执行监控，同步上报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扎

实开展绩效目标考评的自评和重点评价工作。重点排查整改

财政扶贫资金结余结转闲置滞留、财政扶贫资金监管机制不

健全、财政扶贫资金和项目基础管理不规范、财政扶贫资金

公示公告不到位、贪污侵占财政扶贫资金、虚报冒领财政扶

贫资金和将财政扶贫资金挪作他用等情况。

2.切实发挥资金整合平台作用。整合资金通过国库集中

支付，县财政要统筹兼顾，确保整合资金适时拨付。

3.实行整合资金归口管理。财政局根据应整合资金台账，

对发生用途调整的资金按程序调整预算指标，按整合后的实

际用途列支相应科目，根据整合后项目的行业类别，将研定

的年度实施项目明确整合资金项目建设地点、内容、规模、

补助标准、投资规模、筹资方式、绩效目标、时间进度后下

达到项目主管部门，由其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

一是将统筹整合用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的资金，安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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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统一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按补

助标准兑付建房补助资金。

二是将统筹整合的交通类、水利类、中央预算内“三农”

资金所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分别统一由相关职能部门

实施农村公路、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将统筹整合的农、林、水、扶贫、民宗、发改、财

政等产业发展资金，分别安排所涉项目的职能部门实施，支

持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相关产业。

四是将统筹整合社会事业类资金，分别安排所涉公共服

务项目的职能部门实施，主要用于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社区

服务建设的相关项目。

五是由相关职能部门统筹用好退耕还林、陡坡地治理、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助等，支持贫困农户生

态脱贫。

六是由县人社局牵头开展农民技能培训，统筹整合农村

农民技术培训和就业培训资金，提高贫困农民农业生产技术

和外出务工技能。

4.规范运行。在资金整合过程中，一是严格执行整合业

务流程。要按照“项目主管部门提出资金分配方案→领导小组

研究审核→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批复→财政与整

合资金投入项目主管部门联文下达资金文件→登记整合资

金安排使用台账→按照程序提请用款拨款（通过国库集中支

付安排拨付资金）→按照整合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按照

项目资金安排专账核算整合资金→按月报送资金整合、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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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使用情况及报表→监督检查→项目结算和竣工决算→项

目审计→组织验收→绩效考评”的程序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使用工作。二是要认真登记整合资金台账。在县财政

局预算股建立应整合资金台账，分资金级次、类款、部门等

详细记录收文时间、文件号、文件标题、资金额；在县财政

局农业股建立整合资金台账，分别记录整合下达资金发文时

间、文件号、文件标题、资金来源及资金额、拨付情况和单

位实际支出情况，通过双轨并行，全面反映资金来源和拨付

情况。

（三）分工协作，有序有效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工作

1.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对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负

总责，审定统筹整合资金使用计划和整合方案；解决涉农

资金整合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审批资金安排方案；组

织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

2.涉农资金整合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分析预测

资金整合规模；将各行业部门的资金使用计划和整合方案

进行汇总，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研究项目总体规

划与变更；审核申报年度项目实施计划；研究提出整合资

金安排意见；研究解决资金整合使用、项目实施、整合资

金管理、会计核算、报账中存在的问题；组织项目检查验

收、绩效评价、资产移交等工作。

2.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制建立脱

贫攻坚项目库；根据年度脱贫计划兼顾县内脱贫攻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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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提出资金统筹分配使用计划，精准确定实施项目，

会同县领导小组向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审定项目

及资金安排计划。

4.涉农资金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各成员单位要

按照脱贫攻坚项目库情况，按时收集、审核、汇总和上报整

合资金项目；按照绩效评价要求，提供资金分配方案；按时

收集上报涉农资金来源、安排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及

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5.项目主管部门：各行业部门负责测算年度预计涉农扶

贫资金整合的来源及数额；并制定年度任务清单、整合清单、

绩效清单；负责项目申报终审、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审核与

拨付、指导报账；负责或指导项目验收及绩效管理，做到事

前、事中、事后全程跟踪监督检查。

6.县财政局：负责分析资金整合规模；会同县扶贫办编

制资金整合方案；制定扶贫资金保障方案；进行扶贫资金预

算和资金管理；落实本级财政扶贫项目投入及资金拨付工

作； 督促项目申报、验收及监督评价等工作。

7.县审计局：负责牵头组织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审计结果。

8.项目乡镇、村：负责辖区脱贫规划的编制、申报、组

织项目实施和验收，对资金使用安全承担责任。

9.县农经办：负责对拨付到村级的资金使用管理进行监

督、指导、管理。

（四）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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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各部门要增强向上争取资金的主动性，要立足

优势，依据规划，储备项目，精心组织包装申报项目，提高

项目申报成功率，确保从项目申报源头上实现项目资金整合

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