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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凤翔区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17）

关于宝鸡市凤翔区 2022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 月 8 日在宝鸡市凤翔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宝鸡市凤翔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

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凤翔转型突破的关键

之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指导和省

市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区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严格执行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决

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抓好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接续落实，严格预算执行，强化收支管理，聚力民生

保障，推进财政改革，服务全区大局，推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309222 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的 145.3%，超收 96456 万元，同比增加 47444 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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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分项目完成情况：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8722 万元（含增值税留

抵退税 2.04 亿元），完成区人代会批准收入任务 59600 万元的

115.3%，同比增加 10874 万元,增长 18.8%；

——上级补助收入完成 249124 万元，同比增加 59492 万

元，增长 31.4%，其中：返还性收入 1675 万元，与上年一致；一

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8455 万元,同比增加 20174 万元，增长

18.6%；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18994 万元，同比增加 39318 万元，

增长 49.3%；

——债券转贷收入 11278 万元，同比增加 1320 万元，增

长 13.3%； 
——上年结余收入 498 万元，同比减少 210 万元；

——当年无调入资金，同比减少 3632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 292535 万元, 完成年度预

算的 137.5%，超支 79769 万元，同比增加 31970 万元，增长

12.3%。分项目完成情况：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82296 万元，同比增加

29217 万元，增长 11.5 %；

——上解支出 5110 万元，同比增加 1975 万元，增长 63%；

——债券还本支出 5129 万元，同比增加 778 万元,增长

17.9%。

收支相抵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16687 万元。

（二）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88157 万元，同比增加 9630

万元，增长 12.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4829 万

元，同比减少 695 万元，下降 1.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954 万元，同比减少 1078 万元，下降 35.5%；污水处理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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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万元，同比增加 32 万元，增长 9.9%；专项债券利息收入

1057 万元；专项债券收入 26700 万元，同比增加 16700 万元，

增长 167%；专项收入 1400 万元，同比减少 186 万元，下降

11.7%；上年结余 1863 万元，同比减少 6027 万元，下降 76.4%。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67421 万元，同比减少 4162
万元，下降 5.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5119 万元，同比减少 18338 万元，下降 34.3%; 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449 万元，同比减少 1162 万元，下降

44.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49 万元，同比增加 43 万元，增

长 14.1%；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980 万元，同比减少 1337
万元，下降 57.7%；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6700 万元；债务

付息支出 1136 万元，同比增加 779 万元，增长 218%；专项支

出 1660 万元，同比减少 2198 万元，下降 57%；债务发行费支

出 28 万元，同比增加 17 万元，增长 154.5%；减少调出资金

1334 万元。

收支相抵后，当年政府性基金结余 20736 万元，其中：上级

专款结余 1603 万元，本级资金结余 19133 万元。

（三）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2 万元（全部为上级

专款），其中：当年完成 44 万元，上年结余 88 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15 万元，结余 17 万元。

（四）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6158 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的 94.2%，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9908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6.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62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4907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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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92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398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3%。

收支相抵后，当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 11251 万元，累计滚

存结余 135794 万元（全部为个人账户结余）。

二、2022年财政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着力资源统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2022 年，面对疫情反复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财税部门主

动作为，围绕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全

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30.9 亿元，创历史新高。一是依法

组织收入。加强税收征管，完善协税护税机制，夯实征管责任，

形成征管合力。加强非税收入组织，多措并举，深挖征收潜力，

做到非税收入及时入库。二是争取项目资金。2022 年全区共争

取上级资金 26.5 亿元，同比增长 13.7%，资金总量位列全市县

区第二。其中：争取一次性转移支付资金 3.21 亿元，充实了区

级财力。抢抓战略机遇，争取全市唯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

质量发展项目资金 1.5 亿元。三是统筹存量资金。严格预算约

束，加强资金管理，健全财政存量资金定期盘活制度，对全区

行政事业单位结转结余资金盘活收回统筹使用。全年盘活存量

资金 2491 万元，重新调整用于重点工作支出，切实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二）着力政策落实，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2022 年，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抢抓机遇，多方筹措

资金，支持全区经济发展。一是落实组合式退税减税降费政

策。全年减免税费 7.87 亿元，惠及企业 5225 户，支持企业纾困

发展。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公示更新政府收费目录清单，开

展涉企收费专项整治，减免国有房屋租金 54 万元，109 户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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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二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入资金 5500 万元，持续提升

西凤酒城、工业园区、空港新城等基础设施水平。投入资金

2000 万元，支持工业经济提档升级、提速扩量。投入资金 1250
万元，支持招商引资、资金争取、项目建设等工作。投入资金

1100 万元，支持创业创新、电子商务、商贸旅游和小吃产业发

展。投入资金 123 万元，表彰奖励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企

业和金融机构。三是用好政策工具。成功发行高新机械产业园

装备和配套设施项目、高新区幼儿园建设项目专项债券 2.67 亿

元。申报 2023 年专项债券项目 9 个，申请专项债券 11.49 亿

元。成功申报外国政府贷款项目 3 个，资金 3950 万美元，区财

政局被省财政厅评为国外贷赠款项目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四是

支持发展普惠性金融。设立创业贷款担保基金 1950 万元、贴

息 623 万元，撬动银行发放贷款 162 笔 1.7 亿元。累计注资市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300 万元，为 39 户企业担保贷款

1.3 亿元。注入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公司凤翔办事处 1000 万元

风险补偿资金，为涉农企业担保贷款 156 笔 1.2 亿元。支持陕

西凤翔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 29 户企业办理应急转贷 1.7
亿元。

（三）着力民生保障，人民福祉持续增进
2022 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年民

生领域支出 24.3 亿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民生

保障得到有力支撑。一是兜牢“三保”底线。全区“三保”支出完

成 19.8 亿元，确保全区工资按时发放、机关正常运转，确保绩

效奖励、乡镇津贴补差、乡村教师补贴等政策足额落实到位。

二是支持教育均衡发展。落实学前一年免学费和贫困幼儿资助

540 万元，支持学前教育。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资助 176 万

元、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 1191 万元、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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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免学费及助学金 2018 万元，促进教

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投入校舍安全建设及薄弱学校提升资金

2543 万元、职业高中建设资金 418 万元，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

设。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投入区级资金 2.1 亿元，确保养老

保险基金正常运转和 10 万人养老金按时发放。投入资金 1.96
亿元，落实低保、孤儿、高龄老人、残疾人、优抚对象、义务兵

优待等各类补助政策，惠及 8.3 万人。投入资金 1158 万元，落

实公益性岗位补助、职业培训、创业补贴等就业政策。投入资

金 9293 万元，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惠及 27 个小区 1501 户居民。投入资金 255 万元，落实农村危

房改造、抗震改造政策，惠及农户 80 户。投入资金 680 万元，

支持“四型”社区创建。四是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年卫生

健康支出 2.33 亿元，其中：落实基本公卫、妇幼、基本药物、村

医补助等政策支出 7587 万元；落实医保区级财政配套、困难群

体参保资助支出 2115 万元；落实疫苗接种、核酸检测、隔离酒

店租赁、重症治疗等疫情防控支出 7484 万元。五是支持文化事

业发展。投入资金 1717 万元，支持公共文化场所、红色教育基

地免费开放，为基层群众购买戏剧电影 2888 场，支持文物非遗

保护、西府曲子上央视、秦腔艺术保护，东湖景区提升改造全

面竣工，六营民俗村跻身国家 3A 级景区。六是支持城市风貌

提升。投入资金 4000 万元，支持绿化亮化、口袋公园、公共厕

所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1.5 亿元，支持实施纸坊街、

秦凤路提升改造，支持西区运动休闲广场停车场建设，新增车

位 216 个。投入资金 1537 万元，支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

安全观主题公园建设。

（四）着力乡村振兴，“三农”基础持续夯实
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优先保障重点，完善财政支农投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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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统筹资金助力“三农”提质增效。一是支持乡村振兴。投入资

金 1.2 亿元，支持产业发展、小额信贷、雨露计划和村级基础设

施建设等。投入资金 1562 万元，在 84 个村实施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 85 个。投入奖补资金 1730 万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创新“政银担”合作，成功投放全省首笔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贷款，向发展高粱种植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放贷款

155 万元。筹措资金 1.01 亿元，支持农村公路建设 149 公里、

养护县乡道路 432 公里、村路 1238 公里。筹措资金 9876 万

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厕所革命和污水垃圾治理，

落实清洁能源双替代补助政策。投入资金 3746 万元，保障村级

组织正常运转。二是支持农业发展。投入资金 2.6 亿元，支持优

势特色产业、畜牧养殖、水利建设、林业发展等工作，完成 5.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出台《宝鸡市凤

翔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投入资金 350 万元，用于区级粮

油储备。投入资金 2248 万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

发展。筹措资金 435 万元，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扩大到 16
个，全年为 1.32 万户赔付 1654 万元，降低了农业产业发展风

险。三是落实惠民惠农政策。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6433 万元，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开展涉农

补贴资金专项治理，中省项目清单应纳尽纳，全年整合发放四

大类 78 项惠民惠农补贴 3.69 亿元，154 万人次受益。

（五）着力财政改革，管理效能持续提升
按照顶层设计，结合我区实际，深入推进财政改革。一是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2022 年 1 月 1 日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由财政部门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全年征收 5.48 亿元。二是全

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结合“1+8”预算管理工作机制，将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等纳入财政云系统一体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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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三是加快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组织 62 个部门开展了绩效自

评，对 8 个单位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7808 万元。严

格落实“四挂钩”机制，按程序调减 31 个部门 118 万元的预算

经费。事前评审 30 万元以上的项目和 2023 年部门预算项目

833 个，取消低效无效项目 153 个，审减金额 6828 万元。四是

持续深化政府采购改革。拓展电子卖场采购范围和规模，实现

采购项目评审全流程电子化，全年完成采购 219 宗 2.16 亿元，

节约资金 1850 万元，节支率 7.9%。通过“832”平台采购各类农

产品 572 笔，支持农产品销售 246 万元。小麦病虫害防控项目

被评为 2022 年度宝鸡市政府采购精品项目。五是持续推进财

政票据电子化改革。“非税暨票据管理一体化平台”系统内维护

执收单位 61 家，挂接项目 97 个，打通非税收缴管理电子化的

“最后一公里”，区医院收费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工作进入实施

阶段。

（六）着力风险化解，财政运行持续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加强财政运行风险研判

和监管，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是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执行控

制，严禁超预算、无预算支出，对政府投资的新增重大支出项

目开展了事前论证和风险评估。二是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全年

共化解政府债务 1.12 亿元，置换债券 4900 万元，化解率位列

全市第一。强化库款监测预警，合理制定计划，科学调度资金，

保障预算顺利执行。三是加强支出管理。做好中央财政直达资

金下达、支付等各个环节工作，直接惠企利民。压减非刚性非

重点支出 1637 万元，全区“三公”经费支出 471 万元，同比下

降 3.9%，落实了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四是加强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全年处置资产 50 宗 1160 万元，配置资产 207 宗

2922 万元，划转资产 39 宗 6403 万元，确保了国有资产安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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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五是加强财政法治建设。坚持依

法理财、依法行政，制定财政“八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责任制，聘请法律顾问，开展了规范性文件审查清理、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等工作。六是严格财政监督管理。开展会计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完善财政

涉农资金及“三保”资金执行动态监控。开展了财经秩序专项整

治行动、预决算公开、会计监督检查、收费票据管理使用等 4
项专项检查，限期整改存在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区财政工

作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面临严峻的风险和挑战。一是落实

各项税费退、减、缓政策让利企业，对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稳步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二是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仍

不牢固，部分行业、企业税收收入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对

财政可持续增收形成制约。三是部分预算单位过紧日子的意识

尚未牢固树立，落实过紧日子相关要求还不到位。四是落实民

生政策、增人增资、保障重点领域等刚性支出需求增多，财政

收支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平衡难度持续加大。五是政府隐性债

务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对我区预算执行造成冲击。对于这些困

难和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

解决。

三、2023年预算草案

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十四五”承上

启下之年，更是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财政工作面临的

形势更加复杂，责任更加重大。从宏观大势看，我国经济恢复

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

然较大，对财政收入增长形成制约。立足我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大、活力足，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实际，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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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

情防控措施，着力稳定经济大盘，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经

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从区域发展看，我区经济总量不大，产

业能级较低，城乡建设品质不高，民生事业短板较多，园区承

载能力不强、招大引强困难给全区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不确定

性。能源价格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对我区煤电化工企业

的影响较大，财政增收的基础还不牢固。随着经济形势持续向

好，区委审时度势，谋划布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突出凤香型白酒首位产业，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启动宝鸡凤翔机

场、关环高速凤翔段、凤翔大道、凤虢（镇）路改造项目建设，全

力推进总投资 750.9 亿元，年度投资 196.9 亿元的十大类 342
个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2023 年全区财政收入虽然稳步增长，

但同时财政刚性支出快速增加，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形势

依然严峻。财政部门要激发奋斗的精气神，跑出发展的加速

度，以先行一步推动领先一步，实现工作成效、位次持续提升，

用实际行动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2023 年财政工作总体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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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

落实区委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全国和省市财政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完善减税降费措施，充分发挥财政“收、支、管、

调、防”作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实施综合治税，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加强全区

重大任务财力保障，深化预算绩效管理，防范化解风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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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为凤翔主动融入主城区，争当发展

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持。

2023 年财政工作应把握的原则：

一是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的预算编制原则。 
二是坚持地方财力保基本，争取资金搞建设的原则，优先

保障“三保”支出。

三是坚持预算绩效优先的原则，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 
四是坚持“零基预算”的原则，打破“基数+增长”固化模式。

五是坚持预算法定原则，除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外，一般

不得调整预算。

六是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原则，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作为长期方针政策。

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建立政府债务与财政资

金的安全防火墙，坚决切断债务风险向财政传导的通道，切实

防范财政风险。

八是坚持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

估，确保新增支出在财力承受范围以内。

（一）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安排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安排为 245645 万元，比

上年预算数增加 32879 万元，增长 15.5%，剔除上解支出 2750
万元和债券还本支出 4602 万元，区级可用财力 175305 万元,
比上年增加 7051 万元，增长 4.2%。其中：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63500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3900 万元，同口径增长 5.5%，其中:税收收入 47625 万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925 万元，占总额的 75%;非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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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5 万元, 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975 万元，占总额的 25%;
——上级补助收入 162141 万元,同比增加 27578 万元，增

长 20.5%，其中:返还性收入 1675 万元，与上年一致；一般性转

移支付收入 117482 万元，同比增加 2201 万元，增长 1.9%；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 42984 万元,同比增加 25377 万元，增长

144%； 
——债务转贷收入 3682 万元,同比减少 1218 万元，下降

24.9%；

——调入资金 16322 万元，同比增加 2619 万元，增长

19.1%。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征收部门预算：

税务局组织区级收入 585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900
万元，增长 7.1%；

财政局组织区级收入 5000 万元，与上年一致。

2.支出安排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 245645 万元。其中：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6293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33829 万元，增长 16.7%，其中：区级安排的支出 193309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8452 万元，增长 4.6%；上级专项转移

支付安排支出 4298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5377 万元，增

长 144%；

——债务还本支出 460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65 万

元；

——上解支出 275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385 万元；

——预备费 2000 万元，与上年一致。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基本支出安排 141771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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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3.6%。其中：人员经费 131819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5314 万元，增长 4.2%；公用经费 9952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减少 430 万元，下降 4.1%；

——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社会保障、老龄民政等民生领

域配套支出 25298 万元；

——乡村振兴支出 2200 万元；

——工业园区建设支出 4000 万元；

——工业产业发展支出 1000 万元；

——商务产业发展支出 500 万元；

——农林水事业发展支出 1000 万元；

——道路交通建管支出 1000 万元；

——城市建管支出 2000 万元；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 300 万元；

——应急支出 300 万元；

——重大项目前期费用支出 1000 万元；

——一事一议奖补支出 400 万元；

——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500 万元；

——新增文化旅游事务发展支出 300 万元；

——新增土地收储支出 5000 万元;
——新增疫情防控支出 4000 万元；

——新增污水处理费支出 500 万元。

根据以上意见，收支相抵后，财力缺口为 16322 万元，拟调

入资金 16322 万元，确保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413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12060 万元，增长 41.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0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00 万元；污水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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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30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4130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40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

排的支出 1000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00 万元。

收支相抵后，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

（三）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77501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7256 万元，增长 10.3%，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3492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2577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61648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加 7591 万元，增长 14%，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364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8004 万元。

收支相抵后，当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 15853 万元，累

计滚存结余 151646 万元（全部为个人账户结余）。

四、2023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大力开源抓收入，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一是大

力涵养财源。落实税费支持政策，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支持做

强做优传统产业，夯实财源税源底子；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升

税收贡献度，促进财源结构不断优化。二是提高收入质量。实

施综合治税，压实税收征管及协税护税部门责任，加强重点税

源监控，提高税收收入，做优收入结构。三是统筹各类资源。千

方百计完成国有土地及各类资产资源处置、存量资金盘活等年

度目标，增加财政保障能力。

（二）优化结构保支出，提升高质量发展效益。一是切

实兜牢“三保”底线。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科

学合理调度资金，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需要。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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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投入资金 1.15 亿元，支持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工业发展、园区发展、土地收储、酒城建设、机场建设等

重点工作。三是支持全区重点工作。投入资金 4800 万元，做好

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道路交通、绿色发展、平安建

设等领域的保障工作。四是合理安排项目资金。项目建设资金

主要从上级专项资金中安排，对没有资金来源项目一律不予实

施。

（三）抢抓政策争机遇，蓄积高质量发展潜能。一是抢

抓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机遇，关注政策支持重点，积极争取

资金。二是抢抓国家稳投资促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建设农业强国等政策机遇，动员协调

相关部门加大力度争取项目资金、政府专项债券和外国政府贷

款。三是抢抓国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机遇，争取分享更

多的改革红利。

（四）深化改革促创新，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一是继

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升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整合专项资

金、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用于区委确定的重大事项。二是推

进财政项目库改革。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预算支

出项目全部纳入项目库，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持续

推进预算管理信息化改革。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

设，配合人大完善预算监督联网平台建设，构建“制度+技术”的

预算管理机制，确保财政资金高效、安全运行。四是深化政府

采购改革。推动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降低采购成本，提高

采购效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五）规范管理强基础，守牢高质量发展底线。一是加

强预算管理。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实施零基预算，严格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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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约束，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二是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继续完善预算评

审和绩效评价机制，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要求，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在关键处。三是加强政府债务

管理。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的要求。坚持能压尽压、能减尽减、能省尽省的原则，把严把紧

预算支出关口，严控一般性支出，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

出、低效无效支出、超标准支出。五是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

格财政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加强财政法治教育宣传。

六是加强财务基础管理。完善会计人员信息登记，开展会计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范账户和资金管理，完善内控管理制

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七是加强财政监督。健全财政监督体

系和工作机制，突出监督重点，加强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不

断提升监督效能。八是加强财政自身建设。深化党的政治建

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切实把“两个维护”落实在财政工作具体实践中，继

续坚持“低调、务实、高效”财政工作总基调，优化财政机构设

置，着力打造学习型财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树立清廉财政

形象，建设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

各位代表，砥砺奋进正当时，扬鞭奋蹄自发力。2023 年，财

政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和全

区各方的关心支持监督下，牢记初心使命，坚定责任担当，锐

意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为我区主动融

入主城区，争当发展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