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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十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材料二十九 
 

关于方城县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方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方城县财政局局长  王 宏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年预算

草案提请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并请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

席人士提出意见。 

一、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方城

发展进程中极为关键、极不平凡的一年。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交汇期，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和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极大压力，

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政协监督指导下，全县财政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组织财政收入，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支持产业发

展、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社会事业和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防范

化解债务风险，稳步推进财政改革，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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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108200万元，实际

完成 112809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04%，增长 12%，居全市第 7位，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78705 万元，占年初预算 75740 万元的 104%，

增长 16.3%，税占比 70%，居全市第 6位。年初支出预算为 440211

万元，执行中因争取地方政府债券和转移支付资金等因素，支出预

算调整为 498175 万元，实际完成 492390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8%，可比增长 10.1%。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94050 万元，实

际完成 77808万元，增长 7.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3871万元，增

长 12.8%。年初支出预算为 414267 万元，实际完成 425192 万元，

为预算的 103%。 

3.凤瑞、释之街道办事处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凤瑞街道办事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3600 万元，实

际完成 5705万元，为预算的 158.5%，增长 7.6%；年初支出预算为

2950 万元，实际完成 1771 万元，为预算的 60%。释之街道办事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4172万元，实际完成 3748万元，为

预算的 89.8%，下降 11.5%；年初支出预算为 2323万元，实际完成

2965万元，为预算的 127.6%。 



 - 3 - 

（二）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有关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支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021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为 100000万元，实际完

成 14810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48%，加上专项债券 149700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7580万元，上年结余 955万元，收入总计 306339万

元。 

年初支出预算为 100000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省转贷地

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240800万元，实际完成 25865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4%。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21万元，调出资

金 3977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550 万元，支出总计 301207 万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5132万元。 

（三）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因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较小，编制年初预算时已合并到

一般公共预算，未单独编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1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年初预算为 197736万元，实际完成

186459 万元，为预算的 94%。支出预算为 169154 万元，实际完成

144388万元，为预算的 85%。年度收支结余 42071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199970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1 年政府债务限额 457888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20388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5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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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428204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181954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46250万元。债务期限包括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30年期等。2021年综

合负债率 14.8%，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低于省定限额，债务风险整体

可控。 

2021年，全县共争取政府债券 179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29300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20000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 9300 万

元)；专项债券 149700万元。 

2021年，全县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22571万元，其中：本金 11995

万元（一般债券 9445万元，专项债券 2550万元），利息 10576万

元。 

上述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数据为快报数，在财政厅审核和办理

上下级财政年终结算后还会有所变动，决算结果届时报县人大常委

会审批。 

（六）2021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1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按照预算

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审议意见要求，全面落实

各项财税政策，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发挥

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同时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力维护我县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1.多措并举，稳住经济基本盘。挖潜增收壮大财源。一是加强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非税收入征管的组织协调，积极征缴人防结建费和公积金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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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化综合治税能力，加大资源税征收力度，全年税收收入完成

78705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48104万元；三是扎实有效对上

争取各类资金，认真研究中央、省市新政策，突出我县优势特点，

积极向上沟通汇报，全年共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394827 万元，有效

弥补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缺口；四是大力争取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将

政府债券作为拉动投资的重要抓手，聚焦住房医疗、粮食安全和城

乡供水等短板领域、重点方向，大力谋划申报专项债券项目，全年

发行专项债券项目 13 个，争取资金 149700 万元，居全市第二位，

有效发挥了债券资金补短板、惠民生、稳投资、促发展的积极作用。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坚持把“减税降费”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

重要“先手棋”，明确工作要求，创新工作思路，不折不扣地助力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全年我县减税降费达到 7700 万元，兑现优惠

政策资金 9129 万元，极大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有力支持企业扩

大投资和技术装备升级，全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全力推动

创新发展。全县科技支出 7484 万元，支持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

业和产业集聚，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安排 906

万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争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奖补资

金 755万元，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及转型发展。 

2.积极有为，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加

大投入力度，兜牢兜实基本民生底线，推进民生支出清单管理，不

断把民生红利落到实处。2021年全县民生支出 392513万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7%，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筑牢社会

保障防线。关爱特殊困难人群，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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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对象补助等资金 35408万元，确保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兑现。安

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2405 万元，切实减轻城乡困难群众医疗费用

负担。强化住房保障，筹措资金 858万元，推动改造老旧小区 9个。

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4133 万元，支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建设，保障

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农民工、贫困户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支持教育高质发展。始终把支持教育发展放在公共财政的突出位置,

并予以重点保障，全县财政教育经费投入 118994 万元，极大地推

动了全县教育事业发展。安排资金 1719万元，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安排资金 15556万元，巩固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安排资金 5483 万元，支持校舍安全工程建设

和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安排资金 2228 万元，加大城区学校扩容改

造力度，逐步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安排资金 253万元，启动实施

高水平中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推动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

安排 4876万元，支持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增强医疗服务能力。

全年投入财政资金 75632万元，推进健康方城建设。安排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资金 57851万元，确保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到位。安排

资金 522 万元，推进县级医院重症专科建设、乡镇医疗条件改善。

安排资金 196万元，支持基层卫生人才培养，补强乡村卫生事业发

展短板。安排资金 6213 万元，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持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为人民享受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坚实

的财力保障。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全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979万

元。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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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扶持艺术、戏曲创作，开展舞台艺术送基层、戏曲文化进

校园活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有力推动了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县节能环保支出

5731万元重点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支持完成大

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任务，重点流域水污染和城市黑臭水体得到有

效治理。农村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明显改观，宜居环境逐步完善。

投入资金 3653 万元，支持南水北调、白河生态林带土地流转及望

花湖国储林项目建设，稳步提升我县环境承载力。 

3.持续发力，推动区域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需

求，安排资金 31432万元，推动新型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双提升。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用好省对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推动城

乡空间、土地、产业、生态等“多规合一”，实现产城互动、组

团发展。全力保障建设用地，加快城市更新，支持高铁单元、老

城单元片区综合开发，提升人行道、污水管网、电缆铺设等基础

设施，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名成果。支持打造产业新城。坚

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支

持高铁片区、开发区、中心城区“三区”融合发展，拉动工业、

商贸、物流、文旅、休闲、康养等多重产业蓬勃发展。 

4.统筹推进，支持乡村振兴。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源条件上优先保障，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稳住农业基本盘。促进脱贫成果巩固。健

全财政扶贫投入机制，着力解决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

全年投入各类扶贫资金及乡村振兴资金 30630万元，其中：专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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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资金投入 12096万元，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全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8534万元，重点向任务重、底子薄的乡

镇倾斜，支持实施各类乡村振兴衔接项目 244个，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支持粮食稳产保供。积极兑现惠

农政策，争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 19700万元，助推

群众增产增收。安排资金 2699 万元，促进农田水利建设，完善灌

溉设施，提高农村防汛抗旱能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

排资金 7513 万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生产基

础，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巩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成果。推进乡村环境改善。安排资金 7560 万元，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美化。安排资金 4425万

元，支持乡镇生活垃圾治理。安排资金 1370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安排资金 3654 万元，用于脱贫攻坚农村公路建

设项目，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一体化局面逐步形成。 

5.破立并举，推进财政改革。完成财政直管改革。做好市县基

数划转核定、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等基础工作，全

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新旧财政体制顺畅衔接，财政运行平稳。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强化预算资金管理整体效能，扎实推进预算管

理一体化建设，全县 275个预算单位全部完成初始化配置并使用一

体化系统进行会计核算。基于一体化系统全面开展 2022 年度预算

编制及执行工作，有效促进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实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动态监控。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当好“过路

财神”，不当“甩手掌柜”，将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



 - 9 - 

利民。全年共争取财政直达资金 184481 万元，科学分配资金用于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居民医疗、养老保险补助、学校基

础设施改善等领域，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

了坚实保障。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相关要求，牢固树立“大统筹”、“大平衡”、“可持续”、“高

质量”的财政发展理念，建立健全事前绩效评估、绩效运行监控等

规章制度，围绕财政管理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项目支出的重点

部门以及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民生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全县

230 个预算单位、472 个预算项目涉及金额 26.78 亿元绩效目标实

现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

健全，提高了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加强党政、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筹管理，

实行市场化运作，建成主体信用等级AA公司1家，实施“1+19+569”

行动，支持乡镇、行政村成立国有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推动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6.综合施策，有效防范风险。严防“三保”风险。落实政府“过

紧日子”，在确保工作任务不减、工作质量不降前提下，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县级日常公用经费、业务运转类支出统一压减 20%，

真正将过紧日子要求落到了实处。同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证

财政支出强度，规范支出优先顺序，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

保“三保”、保重点、稳增长。健全工资专户制度，确保基层“三

保”总体稳定，扩大预算编制事前审核范围，确保风险早发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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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早处置。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

度，及时足额支付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

态化防疫需要。安排资金 1891 万元，用于新冠疫苗采购，支持疫

苗接种应接尽接，应覆尽覆。投入 4536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期间

的核酸检测设备、防控物资采购，为我县防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财

力保障。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健全债务风险防控制

度体系，对全县政府投资、政府承担偿还债务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

统计，科学制订偿债计划，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保障政府投资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做好政府债券发行申报工作，有序推进存量隐

性债务化解，做到风险排查、资金筹集、缓释办法、应急处置“四

到位”，全力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各位代表，回顾 2021 年，我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符合预期，

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这是县委正确领导、人大依法监督、

政协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加快发展，努力增收

节支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县财政

运行及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及挑战。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

的基础不稳，主导产业不突出，税源单一，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占

比较低，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不强，财政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同

时，经济下行压力和减税降费等经济性、政策性减收因素叠加，“三

保”、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愈加

突出。另一方面，预算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重点工作保障力度较弱、

预算执行的准确性和刚性约束力有待加强，部分资金使用效益有待

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覆盖面略窄等问题。对此，我们将创新工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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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2年预算草案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我县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方城新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科学研判财政形势,

合理编制财政预算,对于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保持经济健康平稳运

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2022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总体要求 

2022 年县级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持续改善民生。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可

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保证财政支出强度，

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落实省委“十大战略”“市委一二

三五十”工作布局，围绕高质量建设南阳市域副中心城市，打造“建

设经济强县、文旅强县、生态强县”。加强财政可持续风险防控，

锐意进取、求实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2022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总的看，全县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将为财政持

续平稳运行奠定较好基础。但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

因素影响，加上疫情防控压力，经济运行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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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收入方面，在 2021年收入高基数、

高增幅的基础上，2022年财政收入将回归平稳增长。支出方面，各

领域刚性支出需求有增无减、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重点领域，

都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综合分析，2022年全县财政收支矛盾十

分突出，将继续保持紧运行状态。 

（三）2022年财政工作重点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精

准实施财政政策，强化国家重大战略、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财力保

障。 

1.支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安排工业企业发展奖励专项资金

5000万元，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支持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打造创新性企业集群，提高主导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企

业研发财政补助政策实施，对企业科技投入给予奖补，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对高端人才进行科研资助和奖励，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快制造业

扩能升级。坚持工业强县、产业立县，支持工业经济的核心地位，

统筹制造业专项资金，发挥政府性基金作用，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3231”战略实施，做大做强做优三大主导产业，强化资金要素

保障，提高重点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提速扩容。

坚持推进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引导社会资本和优

势企业等资源要素向物流产业汇聚，打造物流平台项目，做大物流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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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抓好粮食生产，以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

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资金 22557

万元。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安排资金 28150万元。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支持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大财政对小型水库建设和除险加固支持力度。推进产业示

范区建设，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推动农业保险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推动农村产业振兴。支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加快推

进产业品牌，大力支持黄金梨、裕丹参、月季、艾草、大白桃等特

色产业发展。落实乡村建设行动。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带动作用，

整合资金统筹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开展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扎实推进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工

程，支持“四好农村路”和“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建设。安排 1171

万元扶持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支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安排

节能环保支出 1923 万元，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湿地保护

和恢复，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促进绿色转型发展。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落实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和水环境生

态补偿机制。支持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加大节能降耗减碳力度，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支持生态修复，推进国土绿

化和农田防护林建设，提升生态碳汇能力。支持城区供热项目及公

共充电桩项目建设，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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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大力度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将民生政策落

到实处。发展更加优质更加均衡教育。安排资金 120740 万元，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县。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

农村中小学教师生活待遇，提升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支持办好学前教育。支

持建设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

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学生资助

制度，落实教育脱贫政策。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安排资金 948万元，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强县建设。

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支持建设

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文物遗址保护

开发及传承利用。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安排卫生健康资金73942

万元，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落实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政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中

医药事业发展；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开展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支持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安排资金 84791万元，

用于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创业工作；加强失业人员

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提高城乡低

保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条件；支持做好退

役军人优抚工作，切实保障和维护军人及家庭权益。 

5.确保财政稳定可持续运行。深挖财政增收潜力，保持适当的

支出强度，确保财政安全持续运行。促进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积极

培育涵养财源税源，完善税收保障机制，加强收入征管部门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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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加大综合治税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精

细化纳税服务，确保重点税源、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税收落地落实，

保证新增重点税源的持续稳定，各项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同时，进

一步强化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加大组织收入和调控工作力度，

盘活变现各类闲置资产，深挖非税收入潜力，奋力实现争先进位，

确保财政收入稳增长。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严格履行好“三保”

支出主体责任，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增强“三保”支出保障能力。

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有关民生政策规定的保障范围和标准，优先保

障民生政策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强化“三保”预算执行约束，加强

“三保”运行分析调度，提前做好资金调度测算，确保工资按时发

放、机构正常运转、基本民生有力保障，牢牢守住“三保”底线。 

（四）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4100万元，增长 10%。其中：税收收

入 8648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78705万元增长 10%；非税收入 3762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 34104万元增长 10.3%。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

加上税收返还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等，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07169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77169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等 30000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507169万元。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469384 万元，其中：县本级收

入 10995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22934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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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98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169636 万元），一般债券收入 35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500万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4693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安排 45122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8159万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1225万元，比上年 414420万元增

加 36805 万元，其中在职及离退休工资及五险一金支出 191025 万

元，占支出的42.3%；政策性专项支出177678万元，占支出的39.3%；

专项及部门经费支出 67647万元，占支出的 15.1%；上级补助地方

事权 6875 万元，占支出的 1.52%；预备费 8000 万元，占支出的

1.78%。 

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5797万元，增加 12361万元，增长 23.1%。 

公共安全支出 3120万元，增加 38万元，增长 1.2%。 

教育支出 120740万元，增加 4157万元，增长 3.6%。 

科学技术支出 5509万元，增加 5104万元，增长 126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994 万元，增加 1040 万元，增长

53.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791万元，增加 6479万元，增长 8.3%。 

卫生健康支出 73942万元，增加 3314万元，增长 4.7%。 

节能环保支出 1353万元，减少 28万元，降低 2%。 

城乡社区支出 18389万元，增加 1940万元，增长 11.8%。 

农林水支出 54514万元，增加 1650万元，增长 3.1%。 

交通运输支出 3798万元，减少 460万元，降低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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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20万元，减少 76万元，降低 19.2%。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77万元，增加 23万元，增长 9.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968万元，增加113万元，增长2.9%。 

住房保障支出 687万元，增加 96万元，增长 16.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768万元，增加 443万元，增长 19.1%。 

其他支出 259万元，减少 1235万元。 

预备费 8000万元，增加 2000万元，增长 33.3%。 

（3）凤瑞、释之街道办事处预算安排情况 

凤瑞街道办事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00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1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00 万元，教育支出

15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4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7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30万元，城乡社

区支出 515万元，农林水支出 26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5万元。 

释之街道办事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00 万。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38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40 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47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50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80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 600万元，农林水支出 24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2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89400万元，其中：土地出

让金收入安排 150000万元，专项债券 39400万元，比上年 100000

万元增长 89.4%，全部安排支出，其中债务还本付息 90828 万元，

国有企业经营性补助 54172 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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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支出 3940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00万元，全部安排支出，其

中：解决困难企业养老及医疗保险 1200 万元，支持企业发展及项

目建设 500万元，PPP项目预付费 300万元，国有企业补助 3000万

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04657 万元，支出 181358 万元，

当年结余 23299 万元，加上年结余 19997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23269万元。 

以上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详见《方城县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根据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

预算草案在人代会批准前，可以预安排部分支出。截止到 3 月底，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9974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41094 万

元，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补贴及社会保障支出；公用经

费 6128 万元，用于保障基本运转；项目支出 92752 万元，用于保

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及疫情防控专项支出。 

三、完成 2022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把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基

本方针，坚持节俭办一切事业，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坚决压减非

刚性、非重点、非急需支出，严控“三公”经费，严禁建设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进一步细化完善支出标准，健全财政支出约束机制，推动过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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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度化、常态化。 

（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落实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有

关规定，加大预算收入统筹力度，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大力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深入实施，坚

决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确保跨年度预算平衡。加速预算

管理一体化推广应用，确保各项业务进度和质量双提升。健全直达

资金监控体系，确保直达资金直达使用单位、直接惠企利民。全面

推进“三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注重绩效评价反馈和结果应用，

做到反馈及时、整改全面，削减低能、无效支出，进一步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三）加强完善投融资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分类推

进平台转型和公司化运作，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融资公司服务重大基

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投融资能力。打造自

身造血机制，持续拓宽融资渠道，规范投资方式，充分利用社会组

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撬动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等弥补财政缺口，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四）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严格在批准的限额内有序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健全专项债券工作协调机制，抢抓机遇，发挥政府

债券支持项目建设的积极作用。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优先支

持在建项目建设，强化债券资金使用事中、事后监管，持续提高债

券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制，分类推进融资

平台市场化转型，妥善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制定科学合理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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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计划，足额列入年初预算，并及时偿还债务本息，防范化解财

政运行风险隐患。 

（五）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

国有资产处置激励机制，加大低效闲置资产整合盘活力度，有序推

进资产处置，确保国有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

县属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

“全覆盖”。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现国有资产集

中管理和统一运营。 

（六）不断加强和改进财政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深入开展财

经秩序专项整治，坚决维护各项财经制度的刚性约束，真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财经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严

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加强暂付性款项管理，加大存量消化力度。

加强国有资本监管，完善国库集中收付管理，严格落实向人大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重点绩效目标评价等要求，健全财政资金监督机制，

加强审计和财会监督，切实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各位代表，2022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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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

人大、政协监督指导下，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圆满完成 2022 年

预算目标，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

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大  会  秘  书  处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