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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九届人大四次

会 议 材 料（12）

关于寻乌县 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4 年 1 月 12日在寻乌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邱运林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寻乌县 2023 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

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财政部门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县委

十六届四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化财政预

算管理，切实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较好完成了县十九届人

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财政总收入完成 150864万元，同比增收 2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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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17.5%；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为 79.2%，同比提

高了 6.8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8241万元，同比增

收 4482万元，增长 6.1%，增幅列全市第 9位；一般公共预算税收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59.9%，同比提高了 8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呈现出总量和质量“双提升”态势。

2.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49903万元，支出总

量在全市排 13名，同比增支 2423万元，增长 0.7%。主要支出科

目执行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564 万元，同比减支 2112 万

元，下降 7.6%；国防支出 645万元，同比减支 1324 万元，下降

67.2%；公共安全支出 12496 万元，同比增支 59万元，增长 0.5%；

教育支出 71862万元，同比增支 890万元，增长 1.3%；科学技

术支出 12039 万元，同比增支 3354 万元，增长 38.6%；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541 万元，同比增支 56 万元，增长 0.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949万元，同比减支 1320万元，下降 3.1%；

卫生健康支出 16004 万元，同比减支 2955 万元，下降 15.6%；

节能环保支出 41869万元，同比减支 429万元，下降 1%；城乡

社区支出 22749万元，同比增支 3695 万元，增长 19.4%；农林

水支出 63688万元，同比增支 3088 万元，增长 5.1%；交通运输

支出 5756 万元，同比减支 2626 万元,下降 31.3%；资源勘探信

息等支出 1331 万元，同比减支 616 万元，下降 31.6%；商业服

务业等支出 597 万元，同比减支 48 万元，下降 7.4%；金融支出

5193 万元，同比减支 3051 万元，下降 3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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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支出 3139 万元，同比减支 899 万元，下降 22.3%；住房保障

支出 11254 万元，同比增支 7336 万元，增长 187.2%；粮油物资

储备支出 67万元，同比减支 265万元，下降 79.8%；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支出 3125 万元，同比减支 701万元，下降 18.3%；

其他支出净减支 59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4989 万元，同比增支

326 万元，增长 7%；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6 万元，同比增支 24

万元，增长 109.1%。

3.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241 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 228958 万元、上年结转 5165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10714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 50147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3000 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3408 万元、其他调入

资金 27001 万元，收入总计 416634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9903 万元、上解支出 8000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111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支出 50147 万元，支出总计 413161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3473 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7048 万元，

同比增收 41966 万元，增长 119.6%。

2.支出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72503万元，

同比增支 38252 万元，增长 28.5%。主要支出科目预算执行情况：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4万元，同比增支 13 万元，增长 118.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2 万元，同比增支 112 万元，增长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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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支出 64744万元，同比增支 46443 万元，增长 253.8%；

交通运输支出净增支 2484 万元；其他支出 93266 万元，同比减

支 13459 万元，下降 12.6%；债务付息支出 11471 万元，同比增

支 2630 万元，增长 29.7%；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32 万元，同比

增支 29 万元，增长 28.2%。

3.收支平衡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7048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4523万元、上年结转 2294万元、新增专项债券收

入 91646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57874万元，收入总计 233385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2503万元、上解支出 1400万

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支出 57874万元，支出总计 231777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1608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0593 万元，同比减收 3019 万

元，下降 9%，其中：保险费收入 16021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0689

万元，利息收入 531 万元，其他收入 3352 万元；全县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27363 万元，同比增支 2640 万元，增长 10.7%；

本年收支结余 323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448 万元，主要是产权转让收

入 3409 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32 万元，上年结转 7 万元。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448 万元，主要用于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补充财力 3409 万元，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支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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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结转下年 17 万元。

盘点过去一年的财政工作，主要呈现以下六个特点：

（一）从早谋划抓收入，稳中求进促发展。面对经济下行

压力，牢固树立目标导向，积极采取措施，从早着手谋划，全

力挖潜增收，狠抓责任落实，努力寻求新突破，奋力开创新局

面。一是财政总收入迈上 15 亿元新台阶。围绕年初目标任务，

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扎实做好收入动态监控，不断强化收

入征管，较好的完成了收入目标任务，全年财政总收入突破 15

亿元。二是“北上南下”成效明显。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

各类政策效应，加强沟通对接，研究吃透政策，全力以赴做好

“北上南下”工作，不断拓宽财力统筹渠道，为保障“三保”

及其他重点项目支出腾出财力空间。全年向上争取资金 41.14

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争取深圳援建资金 9100 万元。重

点签订了第三轮东江源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和成功发行了全

市唯一的特殊置换债券。三是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用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大项目，重

点建设标准厂房等项目，促进扩大有效投资。投入资金支持发

放汽车、商超、“寻乌调查.1930 红色文旅街区”等电子消费券，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二）助企纾困优环境，“四大品牌”新提升。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从严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把有限的资

金优先保障重点领域。依托“一馆七址”项目及“寻乌调查”

金字招牌，积极发挥财政政策效力，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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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韵、红土风、东江源、橘乡情”四大品牌。一是加强重

点领域保障。立足我县发展定位、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集中

资源和力量，积极培育以通用设备制造、稀土新材料及锂电新

能源为主的三大百亿产业集群，大力推进园区平台提档升级，

全年拨付客服产业园、智能制造科技园等 7 个标准厂房及附属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51971 万元，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提供

了有力的基础保障。全力打造对接融湾桥头堡，拨付瑞梅铁路

（江西段）资本金 18775 万元，确保了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持

续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拨付城乡环卫“全域一体化”、农村公

路养护和园林绿地养护资金8152万元。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落实各类惠企政策，找准政策发力点，多方筹措资金，精

准解决企业面临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全面落实五个信贷

通和还贷周转金政策，全年累计发放各类企业贷款 65238万元，

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全面实施“不见面开标”，全年政府采

购不见面开标共 176 宗，有效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营造我县

优良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同时，积极推广政采贷政策，积

极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题，创新发展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线上融资模

式。三是助推“一馆七址”建设。抢抓政策机遇，积极向上对

接汇报、包装争资争项，筹集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

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物保护等资金 617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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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一馆七址”项目建设。投入资金 29000 万元，新建寻乌

调查红色培训基地，全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培训为一体的红色

文化教育培训目的地。

（三）统筹资金促振兴，乡村发展增后劲。一是保持支农

投入稳定。2023 年我县安排农林水支出 63688万元，同比增长

5.1%。全年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补贴、稻谷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等资金 2957 万元。安排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和农事

服务中心资金 1047 万元，切实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全力保障粮

食生产安全。二是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保持主要

帮扶政策稳定，安排小额贷款贴息 1740 万元、外出务工脱贫劳

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 618 万元、产业奖补 813万元、“雨露计划”

590 万元。安排县级衔接资金 2050 万元，确保每年有增长。三

是投入方向精准有效。在整合资金投向上，严格执行衔接资金

不得安排用于“负面清单”事项，确保资金投入精准高效。四

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产业能力提升投入力度，持续培育

和壮大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并逐步提高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安排产业发展及配套设施资金 5195 万

元。五是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安排资金 11503 万元，因地

制宜推进村组道路拓宽升级改造，加强通村公路和村内主干道连

接。推进改善人居环境、农村饮水安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四）全力以赴兜底线，多措并举惠民生。一是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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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通过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和

财政补差水平，提高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统一城乡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开展城乡特困人员

照料护理服务等方式，有效增进民生福祉，全年发放各类困难

群体救助补助资金合计 12380 万元。二是加大教育投入，保障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年初预算安排教育支出 53350 万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的 17%。积极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按

照省定标准足额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全县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 3495 万元。投入资金 9958 万元，新建了城东小学和城

北幼儿园，有效缓解了城区学位紧张问题。三是改善文化休闲

环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资金 1300 万元建设三二五

文化客厅，满足老、中、青、少年儿童等人群对丰富文化生活

迫切需求。投入资金 406 万元完成城区全民健身建设项目，进

一步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改善群众休闲散步环境。大力实施“送

科普、送戏、送电影”工程，积极利用乡镇文化站的基层文化

平台作用，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的文化

质量，拨付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148 万元。

（五）想尽办法化债务，严防风险守底线。一是落实政府

债务风险防控，守住安全发展底线。2023 年争取特殊再融资债

券 7.14 亿元，有效缓释了我县债务风险，为我县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攻坚战打下夯实基础；同时，按照上级工作部署，优化债

务化解方案，针对我县债务情况，按照债务类型制定了《寻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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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债务化解方案》、《寻乌县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化解方案》、

《寻乌县其他国有企业债务化解方案》等一揽子化解方案，确

保我县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二是发挥财政

监督职能，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围绕省、市、县工作要求，积

极发挥财政部门监督职能，全年有序开展了地方财经纪律重点

问题专项整治、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专

项整治、“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问题自查自纠、规范村级

账务和工程项目管理调研等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

切实做到规范乱象、补齐短板、堵住漏洞、降低风险，确保资金安

全有效。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事前

绩效评估、严把绩效目标审核、做实事中绩效监控，全年重点对

10个预算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管理的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及时纠正偏差、

堵塞管理漏洞，确保预算资金安全有效，保障绩效目标如期实

现。对重点专项资金使用开展全面绩效评价，扩大对专项资金

的重点评价覆盖面，建立分领域绩效评价办法，切实做到“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六）深化改革促发展，提质增效添活力。一是深化零基

预算改革。按照零基预算编制原则，管理预算结余资金，对未

使用完的基本支出剩余指标全部收回财政统筹。二是全力推进

县、乡财政体制改革。2023 年，在原有留车镇、吉潭镇两个乡

镇开展“一级财政”试点的基础上，新增了南桥镇作为试点乡

镇，并核实了乡镇收支基数，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基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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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乡镇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三是圆满完成财政内部

精细化分组工作。结合当前财政工作实际情况，对财政部门内

设机构进行了精细化分工，调整人员岗位，做到“因岗择人，

以人适岗”，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廉政履职风险。

各位代表，2023 年财政工作取得来之不易的新成绩，这是

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县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法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是全县人民齐心协力、奋

力拼搏的结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收入方面，受经济下行和减税降

费等政策影响，全县税收收入增幅不大，且税源结构不合理，

重点纳税大户和真正的实体纳税企业少，加上土地交易市场低迷，

政府性基金收入存在较大减收。财政支出方面，“三保”支出等

与人口因素相关的支出比重大幅增加，困难群众生活补助资金、

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隐性债务化解、财政暂付款消化等支出刚

性增长，财政收支平衡面临巨大压力，财政运行仍然处于“紧

平衡”状态。二是债务化解任务繁重，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

按照 2028年隐性债务清零工作要求，化债资金筹集压力大。另

一方面，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增债券的背景下，要实现债务率逐

年有序下降，特别是要实现政府债务风险等级从橙色下降为黄

色压力较大。

二、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安排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财政工作的总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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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

市委六届六次全会精神、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会精神，聚焦“走

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围绕省委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和市委“三

大战略、八大行动”部署，推进“四大品牌”建设，乘势勇进、

提质增效、大抓落实，切实增强经济活力、改善社会预期、增

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风险、保持社会稳定，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寻乌篇

章。

按照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计划，2024 年财政预算

草案拟作如下安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全县财政总收入计划完成 156400 万元，增长 3.7% ，财政

总收入中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7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数

82200 万元，增长 5.1%。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60.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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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收入、债务转贷收入、上年结

转收入，2024 年收入总计为 303687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788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 2958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安排 2958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5000万元，增长 5.3%。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注：因 2024 年上级转移支付未全部

下达，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低于上年执行数，待上级转移支付

下达后，相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9238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71620 万元，下降 43.7%，其中：国有土地拍卖收入 80000万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 18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0万元、

污水处理费 600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1500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8749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3043

万元，下降 37.7%，上解上级支出 8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084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34189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加 3596 万元，增长 11.8%，其中：保险费收入 16314 万元，财

政补贴收入 13475 万元，利息收入 445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396

万元，转移收入 614 万元，其他收入 2945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安排 29145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782 万元，增长

6.5%；本年收支结余 50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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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38282 万元，主要是：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分红 140 万元；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4100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权转让收入 34000 万

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2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7 万元。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38282 万元，主要用于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补充财力 38240 万元，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支出 42 万元。

三、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奋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一）开源节流、提质增效，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积极应

对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抓收入、优支出，强化财政收支管理，

确保财政运行平稳。一是抓财政收入组织。要保持定力，久久

为功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4312”主攻

方向，加大“龙头”型、“链主”型企业的招引，提高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和产业集聚力。强化企业的培育，鼓励现有企业实施

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总部搬迁，壮大规上企业主体，千方

百计提高工业税源。同时，与税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联动，

科学研判收入形势，细化组织收入措施，形成层层落实、共抓

收入的合力。加大收入征管力度，强化重点行业、重点税种、

重点项目的税收征管，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二是抓上级

资金争取。紧扣上级政策及投资导向，有目标、有计划地谋划

储备一批产出效益好、带动作用强、发展有潜力的重大项目，

积极申报上级专项资金，全力保障我县项目建设和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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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化深圳对口支援合作及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进一

步加大争资力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三是抓重点支出保障。

预算安排突出重点，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

序，坚决兜住“三保”底线，不留硬缺口；不折不扣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厉行节约，把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强化源头控制，硬化执行约束，实化工作举措，应省尽省、应

减尽减，坚决遏制盲目铺摊子、搞花架子、打肿脸充胖子等行

为，节约出来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三

保”底线，促进财政健康可持续运行。四是坚持从严审核工程

预决算。一是坚持以“实用、节约”的原则审核工程造价预算，

从源头上减少资金浪费。二是采取全覆盖复审工程结算，最大

限度节约财政资金。三是探索对采购预算必要性、合理性和经

济型进行审核，对医疗设备、环保设备、信息化建设等项目引

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评审。

（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服务大局惠民生。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 10%

的比例压减部门单位 2024 年一般性支出。按照“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兜牢“三保”底线，持续

保障民生实事。一方面要持续夯实民生底线。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支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制度，不断提高居民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加大

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会救助力度，提高兜底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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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育优先发展，优化教育经费结构，加大财政对教育惠民

政策的保障，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树立集中财力

办大事的理念。我县本级财力有限，要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思想，

对体量小、项目点分散、受益面不广的专项资金项目进行整合，

集中财力办大事。一是在资金安排上要统筹整合，通过集中财

力精心办好几件大事，避免资金分散撒胡椒面，真正提高资金

使用绩效；二是在项目谋划上要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

要谋划安排。项目包装和项目资金布排要重点突出群众受益面

广的城市建设规划区、提升产业承载能力的工业园区、以及管

长远、打基础、惠民生的火车站片区三大区域。

（三）加强研判，精准施策，严守风险防控底线。统筹财

政发展和安全，加强财政领域风险防范，筑牢财政高质量发展

基础，守住财政安全底线。一是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的优先地位，足额保障“三保”支出，

在核定的奖励性补贴上限内，按最高标准顶格进行预算安排。

加强库款管理工作，确保库款水平继续维持在合理区间范围，

确保“三保”支出不出任何问题。二是持续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持续强化政府债务“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强

化到期债务常态化监控预警机制，及时足额偿还到期政府债务

本息，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竭尽全力保障隐性债务的化解，

在预算编制时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 50%用于隐性债务的

化解，远远高于 40%的要求。加强政府专项债券管理，督促加快

项目施工进度，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三是加大消化财政暂

付款力度。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格控制暂付款增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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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消化存量。

（四）精打细算，精细管理，促进资金高效运转。一是加

大预算约束。严格支出管理，切实做到无预算不支出、先预算

再支出，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提升年初预算到位率，严控

预算追加，坚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紧要处，最大

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加快预算执行。实施预算执

行通报机制，坚持“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动态跟踪项目

执行进度，加快各部门资金拨付效率，压实预算主管部门主体

责任，建立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三是加强绩效管理。

聚焦重点难点，把绩效管理“五个环节”工作做实做细；加强

专项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政府购买服务等财

政政策和重点支出领域的预算绩效管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进一步推动绩效管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推动绩效管

理结果的刚性约束。

各位代表，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依法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下，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坚持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苦干实干、敢

于担当、勇争一流，奋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2024年 1月 10日印

共印52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