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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文件（7）

关于翼城县 2021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年 9月 2日在翼城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翼城县财政局局长 翟铭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1年财政决

算草案和 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1年，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县各项决策部署，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财政收支平衡，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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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预算的 121.36%，同比增长 27%。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

情况是：增值税 9236万元,为预算的 121.53%;企业所得税 2536

万元,为预算的 140.89%；资源税 3806万元,为预算的 90.62%；

非税收入 12103万元，为预算的 113.82%。

2、支出决算情况：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3636

万元，为预算的 94.40%，同比减少 2.89%。主要支出项目的完

成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325万元，为预算的 97.95%；

公共安全支出 8068万元，为预算的 99.60%；教育支出 36517

万元，为预算的 97.80%；科学技术支出 511万元，为预算的 1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194万元，为预算的 96.88%；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48544万元，为预算的 97.54%；卫生健康支出

32916万元，为预算的 92.08%；节能环保支出 13264万元，为

预算的 86.62%；城乡社区支出 10118万元，为预算的 97.12%；

农林水支出 24867万元，为预算的 90.06%；交通运输支出 1945

万元，为预算的 66.5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481万元，

为预算的 99.9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26万元，为预算的 100%；

金融支出 4000万元，为预算的 10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 5522万元，为预算的 96.88%；住房保障支出 4583万元，为

预算的 10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49万元，为预算的 10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939万元，为预算的 75.59%；其他

支出 3万元，为预算的 0.99%；债务付息支出 1259万元，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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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10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万元，为预算的 100%。

3、上级补助收入决算情况：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决算数

为 189334万元，同比减少 3.78%。其中：返还性收入 1762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073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6834

万元。

4、收支平衡决算情况：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2582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529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189334万元、动用上年结余 4205万元、调入资金 6575万

元、债务转贷收入 560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990万

元；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244961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为 223636万元、上解支出 3939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314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238万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13275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815万元，为预算的 131.71%，

同比减少 63.87%。加上级补助收入 2007万元、动用上年结余

506万元、调入资金 1238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40700万元，收

入总计 50266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2794万元，为预算

的 26.27%，同比减少 62.46%。加调出资金 1400万元，支出总

计 14194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6072万元，结转下年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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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 187万

元、上年结余 24万元，收入总计 21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18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93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5608万元，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971万元，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637万元。加上年结余 35861万元，收入

合计 71469万元。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2489万元，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514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344万元。

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38980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2021年初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71204万元。当年新增举借债

务 46303万元，具体包括：再融资债券 3148万元，用于偿还 2021

年到期的债券本金；新增专项债券 40700万元，其中：第二污

水处理厂项目 7500万元、县医院迁建门急诊楼项目 5000万元、

全域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28200万元；一般债券 2455万

元，其中：县医院迁建设备购置项目 2350万元、小型水库安全

运行项目 105万元。当年偿还和核销债务 3148万元，年末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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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114359万元，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 115228.25万元以内。

根据政府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测算，2021年我县政府债务

率为 37.07%，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各预算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631万元，为预

算的 77.05%，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未发生；公务用车购

置和运行维护费 530万元；公务接待费 101万元。

2021年，县财政紧紧围绕“服务和管理”两条主线，在县

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下，抓收入、争资金、增财力，

抓管理、强服务、提效能，保运转、防风险、稳运行，攻坚克

难，奋力拼搏，圆满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1、以强化税费监管平台运用为抓手，加强与征收部门的沟

通、协作、督导，超额完成了年度收入目标。面对疫情，部分

行业减收突出，积极协同税务、非税等部门整合多方资源，推

进信息共享，形成征管合力。坚持“执法一把尺子、处罚一个

标准”，最大限度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全县上下一盘棋，充分

利用我县税费征管平台，及时上报信息，履行协税护税责任，

确保了应收尽收，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40529万元，

同比增长27%，增收8616万元。

2、以夯实项目前期管理为抓手，精准对接政策，争取了债

券资金对我县项目倾斜。近年，我县在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项



— 6—

目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加速城乡建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

都需要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税源企业经

营困难，减税降费力度加大，尽管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但是财

力缺口仍未有效解决，重点工程资金难以落实，因此向上争取

资金尤为迫切。县财政紧抓积极财政政策机遇，对接发改、住

建、交通、国土等部门，精准谋划、科学管理，对同类型、同

地域项目跨部门打包上报入库、统一申请，全域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申请专项债券54430万元，保障了县委、县政府重点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

3、以“支出进度表”为抓手，在加快支出进度上出实招，

保持了预算支出执行月度排名优势。一是对预算单位各项指标

逐笔梳理，将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实施项目、每一

笔专项资金，对工资性支出和民生资金开通“ETC”通道,即需

即办。二是对项目支出设置分类指导，安排专人对农林水、城

建、交通等单位的专项资金和政法、教育等单位的公用经费、

补助经费进行专门督促，限时办结。三是对支出问题矛盾进行

研判，从体制上找原因，通过改革创新解决深层矛盾，建章立

制，标本兼治。设立奖惩考核机制，每月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

排名落后的单位，面对问题根源，精准督导，进行专项督导检

查。今年财政支出执行进度高于以往任何年度，在省级财政对

县级支出进度月度考核中多次月排名靠前，获得奖励资金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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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以“三保”为抓手，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科学合理安排

资金，实现了支出应保尽保、应减尽减。一是突出“保工资、

保运转、保民生”支出重点。三保支出是平稳运行的重中之重，

预算安排上，财力优先保障；支出执行上，资金及时到位；全

年三保支出 177153万元，占总支出 79.21%。二是聚焦疫情，

打好防疫防控战。在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凸显的情况下，县财

政统筹预算、存量资金及转移支付资金 1302万元，优先保障疫

情防控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对疫情防控急需资金简化审批

流程，采取“先预拨、后清算”方式。同时开通政府采购绿色

通道，对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及服务按规定简化流程，

确保防疫物资采购便捷、高效。三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围绕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安排县级财力 8122万元，支持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

自身造血功能；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以垃圾污水处理、

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加

快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项目。四是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财政投融资方式，综合运用申请专项债券、盘活存量等方

式，多方筹措资金 44150万元，着力支持县医院迁建、污水处

理厂建设、县域县城道路提升等重大项目启动实施。五是持续

压减一般行政运行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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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严格控制行政运行成本，多举措压减一般性支出，不断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力度补短板、惠民生。严格执行省市要

求，在年初压减 5%的基础上,压减幅度提至 10%。

2021年财政的平稳运行，离不开县委的坚强领导，离不开

县人大的监督指导，离不开上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

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财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

财力增幅赶不上支出增长，收支矛盾仍未缓解；绩效预算理念

初步形成，财政资金支出问效尚待加强；专项债券融资平衡亟

待完善，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面对问题，我们将迎难而上，

主动应对，提升管理，确保 2022年顺利收官。

二、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在抓好防控疫情、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下，

全县经济呈现持续恢复、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财政收入实现

大幅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截至 6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678

万元，为预算的 70.64%，同比增长 40.71%，增收 8297万元，

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半年“双过半”。主要收入项目完成

情况是：增值税 7706万元,为预算的 71.85%;企业所得税 3942

万元,为预算的 109.93%；资源税 4046万元,为预算的 84.12%；

非税收入 7713万元，为预算的 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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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情况：截至 6月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13260

万元，为预算的 50.90%，同比减少 5.77%。主要支出项目执行

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242万元，为预算的 36.20%；公共

安全支出 5014万元，为预算的 41.69%；教育支出 17023万元，

为预算的 45.02%；科学技术支出 114万元，为预算的 51.1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43万元，为预算的 31.90%；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27209万元，为预算的 67.84%；卫生健康支出

29955万元，为预算的 78.22%；节能环保支出 1788万元，为预

算的 34.53%；城乡社区支出 2472万元，为预算的 52.22%；农

林水支出 10901万元，为预算的 48.69%；交通运输支出 1794

万元，为预算的 67.98%；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046万元，

为预算的 85.9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4万元，为预算的 67.6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91万元，为预算的 34.63%；住房保

障支出 2394万元，为预算的 48.2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22

万元，为预算的 58.1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748万元，

为预算的 26.74%；其他支出 168万元，为预算的 2.40%；债务

付息支出 1342万元，为预算的 87.2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 6月底，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243万元，为预算

的 83.6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5506万元，为预算的

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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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 6月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发生收支。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 6月底，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5578万元，为预算

的 57.65%；支出执行 17271万元，为预算的 47.52%。

（五）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6月底，新增政府债券 224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

券 2300万元，用于偿还本年到期一般债券本金；专项债券 20100

万元，用于县住建局全域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16100万

元、县人民医院迁建工程 4000万元。

（六）三公经费情况

截至 6月底，三公经费支出 335.53万元，为预算的 45.53%。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未发生；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309.13万元，为预算的 52.84%；公务接待费 26.40万元，为

预算的 17.60%。

（七）落实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从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财

政收入大幅增长，从总量上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增收

8279万元；从序时进度看，全县财政收入提前 42天实现“双过

半”；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足额落实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城乡义务教育、就业奖补等保障政策，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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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上半年民生支出预算执行 95700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50%；三是争取资金成效明显，紧盯政

策机遇，争取专项债券 20100万元，切实保障全县重点领域的

资金需求。

三、下半年工作措施

下半年，按照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财政

政策要求，县财政坚守初心、扎实推进，明思路、定措施，强

管理、补漏洞，重落地、抓督导，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

使用。

（一）继续高质量完成预算执行工作，实现财政收支目标，

确保预算平衡，为年底决算攻坚战奠定基础。发挥信息化的强

大数据分析功能，继续加强同税务部门协管工作，充分提高综

合税费管理平台使用率，查找税源失控点和疑虑点，源头把控

税源点，确保应收尽收。督促部门单位加快项目建设，加快资

金支付，尤其是专项债券支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财政部

门要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针对项目进

展，及时调剂预算支出，将有限的资金更多的调剂到需要的项

目上去，倒逼项目加快推进。

（二）安排 2023年预算编报，为明年工作开展做好谋划。

按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要求，尽快开始安排下一年度的预算工

作，争取做到早准备、早着手，超前谋划，做深做细前期工作，



— 12 —

彻底解决财政资金支出安排一年一定、部门单位预算意识不足、

年初预算不细、预算执行缓慢、项目支出重复交叉、执行中追

加支出频繁等问题，要求大家树立超前、统筹、节约“三种意

识”，把该收的钱收回来、该花的钱花出去、花合规、花出效益。

同时加紧项目谋划，按照民生需求和县委发展重点，储备一批

前期准备充分，随时具备开工条件的高质量项目，为 2023年多

方融资到位，尽早启动项目夯实基础。

（三）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全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继续推进全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

设，健全完善配套制度流程。尽快建立一整套预算支出标准体

系，加强项目库建设，科学细化预算编制。全面压实部门预算

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调成本效益，

注重结果导向。提高直达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效率，增强直

达机制效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强化预算收支平衡监

控，确保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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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县委各项决策部署，

自觉接受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的审查意见，

解放思想、狠抓落实、凝心聚力，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扎

实推进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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