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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乡县 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 2月 11日在平乡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平乡县财政局局长 徐文科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 2024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5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

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和

县政协的关心支持下，全县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重大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县人

大各项决议，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振奋精神，

攻坚克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狠抓预算执行管理，较好

地完成了全年的预算目标，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57601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收 463 万

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7716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1988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448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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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2024 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完成 66854 万元，同比增收 22619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完成 10217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2024 年，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6 万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5 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2024 年，社保基金预算

收入完成 30719 万元
①
，同比增收 3461 万元，增长 12.7%，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14942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15777 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6192 万元，同比增支 3699 万元，增长 16.4%，其中：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1422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支出 11963 万元。

二、2024 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面对经济下行、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积极落实上

级政策，强化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作用，坚持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破解收支难题，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新成效。

（一）狠抓财政收支管理。一年来，我们千方百计加强

财政管理，强化增收节支。在收入上，既捡西瓜、也捡芝麻，

做到应收尽收、聚沙成塔。在完成县级收入的同时，积极争

跑各类上级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全年累计争取上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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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4 亿元，其中：转移支付资金 18.95 亿元，地方政府债

券 6.99 亿元，为保障全县民生支出需求、维护社会稳定、

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在

支出上，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②
，大力优化支出结

构，强化精准投放，更加注重惠民生、增后劲，量入为出、

量财办事，打好支持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组合拳”。

（二）助企纾困效果明显。一是加强税费优惠政策宣传，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全年共减免退各类市场主体税费达 2 亿

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二是提高中小企业政府采购

比例，全年共完成政府采购 52 次，采购总额 7654 万元。其

中：货物和服务类采购额 5614 万元，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额

5423 万元，占比达 97%；工程类采购额 2040 万元，面向小

微企业采购额达到 100%；三是投入创业支持资金 650 万元，

对创业园房屋水电等项目进行补贴，保障了各项创业政策落

实落地。

（三）民生福祉更有质感。一是发放养老金26190万元，

主要是城乡居民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金，特别是城

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再次得到提高，基础养老金由上年的月

人均148元提高到183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职工养老金

的提高标准也按政策要求落实到位；二是投入困难群体和就

业创业资金25825万元，主要是发放困难群众救助、退役军

人优抚对象生活补助、医疗救助、创业支持、公益岗位及就

业见习补贴等；三是投入卫生健康资金18194万元，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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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大公共卫生补助、基本药物制度补

助、公立医院改革、中医药事业发展、医疗服务能力与保障

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级配套等。民生资金的投入，

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及退休职工的切身利益，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全力助推乡村振兴。2024 年，共筹集乡村振兴资

金 25238 万元，主要投向衔接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和基础

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水利防灾

减灾等方面。通过资金投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我

县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切实保障了国家

粮食安全，同时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效巩固了

全县脱贫成果，深入推进了乡村振兴。

（五）压减支出效果明显。进一步践行政府过“紧日子”

的有关要求，在保障“三保”
③
支出的同时，调整财政支出

结构，大力压减各类非重点、非刚性支出。强化政府投资项

目评审力度，全年共评审项目 114 个，报审金额 182355 万

元，审定 154876 万元，审减率 15.07%，节约财政资金 27479

万元。

（六）重点支出得以保障。一是投入污染防治相关资金

15891万元，主要用于农村清洁取暖、冬季取暖气价补贴、

供热补贴、城区街道环卫一体化、大气污染治理及水体治理

等方面；二是投入城乡公益项目建设81682万元，主要用于

主城区合流管网改造及城市内涝治理、老旧小区改造、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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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提标扩能、智慧医疗信息化建设、城区巷道供排水及背

街小巷雨污分流、高新区雨污分流管网排涝、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中心、第一中学东校区、城区及乡村道路建设等一大批

民生公益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城乡居民的宜

居指数；三是投入教育相关资金54930万元，主要用于义务

教育经费、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特岗教师工资和普通高中学

生资助、中职学生资助及向阳中学、二中附小、泽平路小学、

五中、七中、第四小学、油召中学、职教中心及幼儿园等学

校的项目建设，确保了县委、县政府“教育攻坚”战略落到

实处。

（七）兜牢兜实风险底线。一是坚持“三保”在财政支

出中的优先地位，根据国家和省政策标准足额安排预算，各

项需求保障率均在 100%以上，牢牢兜住了“三保”底线；二

是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坚持“以收控支”，先预算后支出、

无预算不支出，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降低了财政运行风

险；三是严控政府债务风险。截至 2024 年末，全县政府债

务限额为 40740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39804 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 267600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 40419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38290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65900 万

元。全年上级共为我县代发政府债券 69900 万元，其中：专

项债券 45000 万元，一般债券 103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4600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限额以内，牢牢守住了风险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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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政监管持续加强。为切实增强财政监管的权威

性和震慑力，营造科学理财的法治环境，我们聚焦财经领域

重点问题，以财会监督为抓手，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检

查，规范了财经行为。一是开展 2024 年度会计和乡、村两

级财务监督专项检查，共涉及１个国有企业、３个行政事业

单位和３个乡镇，规范了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开展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专项检查，对全县衔接资金 10803 万

元涉及到的项目进行了全面自查，并针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

行督促整改，确保了专款专用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

配合财政部山东监管局开展违规出台财税优惠政策招商引

资问题重点抽查，我县按要求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促进

了市场公平竞争；四是配合市纪委开展严控“三公经费”
④

带头过“紧日子”调研督查，对各单位的“三公经费”使用

情况进行再规范，严控超标行为；五是对财政暂付款进行了

清理、消化和规范，全面梳理历年暂付款，坚决遏制新增暂

付款和对外借款，全年共消化暂付款 2463 万元，规范了财

经秩序。

（九）财政管理屡创佳绩。一年来，我县财政管理持续

加强，多项工作均在省市排名靠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一致

肯定：一名同志在中央部门财经纪律专项整治工作中受到财

政部发函表扬；在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考核中，获

得满分成绩，多次被省厅通报表扬；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在上

半年市对县改革考核中荣获第一名；教科文工作获得全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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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系统先进单位；在上半年全市预算绩效管理考核中被市财

政局通报表扬；企业和政府采购工作被市财政局通报表扬；

依法行政工作获得优秀等次，被县政府通报表扬；投资评审、

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先进经验分别在《河北财政》和省财政

厅简报刊发，在全省推广。

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县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依

法监督、县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是全县各部门团结一心、

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受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

结构有待优化；民生政策提标等支出需求刚性增长，财政收

支矛盾更加突出，预算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一些项目前期

准备不充分、开工不及时，导致部分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偏慢、

不够均衡。对此，我们一定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采取

措施予以解决。

三、2025 年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我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充分保障“三保”的基础上，全面推进“零基

预算”
⑤

改革，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政策要求，确保

财政平稳运行。2025 年财政预算安排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

排 60500 万元，同比增长 5%。其中税收收入计划 42350 万元，

非税收入计划 1815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497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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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收入 17025 万元、调入资金 46310 万元、债务转贷

收入 3600 万元，调入稳定调节基金 1562 万元，收入总计达

到 278698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271675 万元，加上债务还本

支出 4055 万元、上解支出 2968 万元，支出总计达到 27869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2025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拟安排 96500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 89600 万元、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5000 万元、专项债券收益收入 1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50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万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653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33205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 15800 万元，收入总计达到 151158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92248 万元，加上债务还本

支出17600万元、调出资金41310万元，支出总计达到151158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5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拟安排 500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5 万元，收入总计 5005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 5 万元，调出资金 5000

万元，支出总计达到 500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25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拟安排 32141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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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1698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5157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28279 万元。其中：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339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4889 万元。

另需说明的是，我们在预算批复前，在《预算法》允许

范围内，对急需支出的部分经费进行了预拨。

四、2025 年工作思路和措施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意义重大。我们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及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为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一）涵养财源，盘活存量增收入。在加强税收、非税

和基金等收入的同时，要“优增量、盘存量”
⑥
，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涵养新财源，聚焦各类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

资源，加大盘活利用力度，促进新的投资，增加新的财政收

入。

（二）优化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坚持“三保”支出

优先地位，统筹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资金安排。

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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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战略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牢固树立习惯过“紧日

子”的思想，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要做到勤俭办事务，把

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确保财政资源的有效利用，集

中财力办大事。

（三）聚焦重点，增强保障惠民生。坚持“民生无小事”

的底线思维，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得更紧”，聚焦乡村振

兴、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低保等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让

财政的“民生清单”加快转变为老百姓的“幸福账单”，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严肃纪律，守牢底线防风险。要坚决遏制新增隐

性债务，防止前清后欠，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

一是坚持量入为出、以收控支、量财办事原则，把“三保”

摆在财政工作的最优先地位，切实兜牢“三保”底线；二是

全过程监管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和管理使用，严禁违规变相

举债，确保不发生政府债务风险；三是切实兜牢超长期国债

地方配套、供暖供水供气及环卫工人工资等“三保”外的民

生刚需支出，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五）科学管理，财政治理提效能。坚持管理挖潜、花

钱问效，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⑦

的资金绩效管

理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实效。在坚持“零基预算”基础

上，依托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提升财政系统化、

标准化、精细化、法治化管理水平。持续开展财会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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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严格监管，形成有效震慑，营造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好财税环境。同时，按照上级要求，持续推进与

县人大的联网监督工作，实现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突

破。

各位代表，做好 2025 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将更加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

严格按照县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开拓进取、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更高质量

的“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注释：

①该数据不含省级委托投资收益。

②“小钱小气、大钱大方”：出自《2024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主要指各级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勤俭办事务，花钱不能大

手大脚，确保财政资源有效保障好国家战略实施，集中财力办大事。

③“三保”：具体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是财

政支出中的重中之重、头等大事。

④“三公经费”：具体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⑤“零基预算”：核心是指在编制预算时不受上期预算项目和收

支情况的约束，是一切预算收支都以零为基点编制预算的方法。

⑥“优增量、盘存量”：出自《2024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核心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既要增加新的财政资源，也要有效利

用现有的财政资源。

⑦“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出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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