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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青县 2017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实施方案

为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扶贫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

办发[2016]22 号）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藏党办发[2016]11 号）精神，结合

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按照“整合项目、

聚焦资金、集中投放、精准扶持”的总体思路，以提高涉农

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以建立项目资金整合平台为抓手，创

新体制机制、加大统筹整合力度，加强资金捆绑使用，发挥

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全面提升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优化财政涉农资金

供给机制，改革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方式，推动涉农资金

统筹安排，提高涉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推进财政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统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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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县实际情况，通过整合，形成“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激发我县内生动力，支

持围绕突出问题，以摘帽销号为目标，以脱贫成效为导向，

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

(三)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府在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中的主导作用，由政府统一规划，确保整合的涉农

资金向 10 个贫困乡镇倾斜。

2.坚持多渠道整合、统筹使用。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过

程中，做到“多管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出口放水”，

坚决把脱贫攻坚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优先保障脱贫攻坚支

出，兼顾农业发展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3.坚持精准发力、注重实效。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要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贫

困村，着力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贫困人口生产

生活条件，提升贫困村可持续发展水平。

4.坚持分工负责、落实责任原则。在资金整合中，各部

门要本着“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各记其功”的原则，切实

负责，推动工作。

二、目标任务

（一）脱贫目标

根据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各项扶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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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确保 2019 年实现整县摘帽。让贫困户享有更高质量

的吃、穿、住、行、学、医、养保障，享有更加和谐的安居

乐业环境，享有更加均衡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

享有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享有更高的幸福指数。全县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6419.48 万元。

（二）脱贫需求

通过开展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工作，构建“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激发贫困区域内生动力，

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帮扶资金投入扶贫开发，提高资金使用

精准度和效益，确保 2017 年我县完成全县 848 户、3323 名

贫困群众脱贫任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850 元以上）。

三、工作措施

2016年以来，我们成立了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和脱

贫攻坚指挥部，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下设易地搬迁组、

产业脱贫组等10个专项组，10个乡（镇）相应成立了脱贫攻

坚指挥办公室，形成了分团作战、协力攻坚的格局。按照“脱

贫是基础，产业是手段，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工作标准，建

立了脱贫工作会议制度、督查考核制度、县级干部脱贫攻坚

责任制度，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充实扶贫专干人员，合力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涉农资金整合坚持统筹安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

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

一是规划整合。各乡镇要依据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围绕全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照精准扶贫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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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整合资金平台，将各级财政安排的水利水电工程、扶贫

建设及产业发展等资金捆绑使用，形成资金的合力。对脱贫

攻坚规划内的项目优先支持，充分发挥脱贫攻坚规划对整合

资金的统筹作用。

二是项目整合。依据全县脱贫攻坚规划和 “十三五”

规划，自治区、市投资重点，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确定

年度项目建设计划报县直相关部门工程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直相关部门工程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与县财政局配合制定年度资金整合计划，报县涉

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统一上报自治区、市争取

专项资金支持。具体做法一是围绕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改善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行整合。主要包括易地扶贫搬迁、

教育脱贫、社保兜底、转移就业等方面的项目资金。

三是围绕加强村居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整合。主要包括乡

镇公路、村居道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整理和复垦、粮食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项目资金。

四是围绕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扶持特色优势产业进行整

合。主要包括现代农业发展、边贸旅游产业发展以及涉农贷

款财政贴息等方面的项目资金。

四、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本着“科学规划，精准扶持；政府

引导，群众主体”的原则。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坚

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脱贫攻坚和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两个“双轮驱动”，按照“六个精准”要求，以“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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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为抓手，通过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

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脱贫项目，实现扶

持一村、脱贫一村，扶持一户、脱贫一户的目标。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规划设计思路，使用方案建设内容

主要是产业发展、生态就业补助两大部分。

（一）产业发展

1、养殖业：拉西镇 24 村标准化养殖场，总投资 8450.5

万元,（其中饲草料基地建设在玛如乡 11、12、13，贡日乡

3、4，雅安镇 8 村）。

2、短平快：5 个项目总投资 1635.25 万元。其中：

（1）巴青乡综合农贸市场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350.99

万元 。建设内容与规模：巴青县巴青乡建设 1027.92 平方

米的综合农贸市场 1 处，其中负 1 楼布置仓库 8 间总面积

342.64 平方米；1 楼布置商铺 8 间总面积 342.64 平方米；2

楼布置客房 4 间、茶馆 1 件总面积 342.64 平方米。并购买

相关设备。

（2）本塔乡经济实体店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587.73 万

元。在巴青县本塔乡建设 1937.48平方米的经济实体店 1处，

其中 1 楼布置商铺 12 间总面积 745.16 平方米；2 楼布置茶

馆 1 间、办公室 1 间、会议室 1 间总面积 596.16 平方米；3

楼布置办公室 11间总面积596.16平方米。并购买相关设备。

（3）巴青县贡日乡大型一体化综合服务市场建设项目，

总投资为 270.29 万元。 建设规模及内容：在贡日乡建设

900.68 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市场 1 处，其中 1 楼布置商铺 5



- 6 -

间总面积 450.34 平方米； 2 楼布置客房 8 间、茶馆 1 件总

面积 450.34 平方米。

（4）江绵乡 15 村扶贫商品房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266.24 万元，建设内容与规模：巴青县江绵乡 15 村建设

756.12 平方米的商品房 1 处，其中 1 楼布置商铺 10 间、宾

馆住宿房 8 间总面积 378.06 平方米；2 楼布置宾馆住宿房 5

间、茶馆 1 间总面积 378.06 平方米，并购买相关设备的设

计工作并确定实施这 4 个项目，4 个项目总投资 1475.25 万

元，带动贫困户 147 户、贫困人口 203 人。

3、小城镇建设:雅安镇小城镇扶贫商业大楼，总投资为

683.18 万元，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工程规划用地面积

1940.25 平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749.84 平米。主要包括 1#

楼-商业和 2#-接待中心及附属设施。用地范围内道路、绿化、

铺装及电气水电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生态岗位补助

生态岗位补助资金：享受补贴人数 9762 人（其中 2017

年生态岗位补助人数 8556 人，新增生态岗位补助人数 1206

人）。

（三）定向政策性补助

定向政策性补贴：享受补贴人数 5872 人。

五、整合资金

（一）资金整合方式

统筹资金集中投向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其中主体投向个

脱贫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方面，并按调整后



- 7 -

的项目资金用途确定新的管理部门。基础设施的统筹整合资

金用于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安全饮水等建设与维护;

产业发展的统筹整合资金用于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发展产业;

民生改善的统筹整合资金用于危旧房改造、庭院经济等涉及

民生项目。各类资金整合后按照本使用方案内容由各整合部

门制定管理办法、下达资金文件、组织项目实施等。

(二)资金整合来源

2017 年上级下达我县财政涉农资金 6420.68 万元。

（三）整合资金用途及补助标准

我县 2017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共需投资

7956.22 万元（其中已整合 6420.68 万元）。

产业发展： 整合资金主要用于养殖业、短平快、旅游

产业、一乡一社、小城镇等方面。

生态岗位补助：生态岗位就业补助资金，享受补贴人数

9762 人，每人享受资金 3000 元/年。

定向政策性：定向政策性补助资金，享受补贴人数 5872

人，每人享受资金 789 元年。

（四）项目实施方式

涉农资金整合坚持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集

中投入，项目建设中全面推行“一事一议”、“民办公助”、

“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建设各项项目，以财政

投入为引导，以村组、农民为主体，引导和鼓励农民出资投

劳，调动农民参与扶贫项目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构建“投、

建、管”三位一体的项目建设机制，提升项目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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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要求高，需采用专业施工队伍

建设的项目，在严格履行民主程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

提下，采取乡镇、村共同议标的形式确定施工队伍；对乡镇、

村项目机构自己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工程按以工代赈方式

建设，要挑选好有砖工、石工和爆破技术人员组成的施工技

术队伍，确定专人进行施工管理，建立相应的财务统计制度、

物资管理制度和安全制度，办理好物资的进出库手续和库存

清单，施工人员要按工程设计要求，按施工程序作业，保证

施工的质量，使工程达到合格要求。同时，要严格遵守规章

制度，搞好爆炸物品和机械设备等的存放、管理和使用，严

禁违章作业，保安全、保工期、保质量。

2.到户项目建设。实行“民办公助”、“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的原则。产业到户种植、养殖业等生产性项目。

项目由乡镇和村项目实施小组组织受益农户自行实施。

六、项目及资金使用管理

（一）项目经县扶贫领导审批后，由项目主管部门和乡

镇共同组织尽快实施，对项目实施的开工、进度、质量负责，

严格执行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制度。

（二）按照“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要求，县财政设立“扶贫资金专户”，凡属整合项

目资金一律入扶贫资金专户。财政部门依据项目主管部门或

扶贫部门的审核意见，按项目建设进度拨款。资金管理严格

按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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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竣工后，项目主管单位、项目所在地的乡镇

村、扶贫办及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和审核，县扶贫部门牵头组

织实施验收。

七、强化组织保障

(一)机构保障

成立亚东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涉农

资金整合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县整合领导小组

统一部署实施。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

财政局，财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为各涉农部

门。办公室负责涉农资金整合的组织、协调、管理制度制定

等。

（二）经费保障

县政府每年在县财政预算中增加对涉农项目规划编制、

包装申报和资金整合的专项投入，保障项目整合相关工作经

费。对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的部门，要按照相关政策规定

安排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

（三）制度保障

一是县领导小组定期联席会议。由县整合领导小组组长

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

会议主要研究确定整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度项目实

施计划及申报和其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事项；如因工作需

要，可由县整合领导小组组长决定临时召开联席会议。

二是整合工作协调会议。由县整合办牵头召集，相关项

目单位及财政局相关股室参加，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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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协调会议。

（四）信息公开

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各

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公布年度项目建

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及资金等信息，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

（五）项目检查与审计

县发改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对年度项目建设管

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整合涉农专项资金工作中，不按规

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申报项目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

施计划的，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依规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

人员的责任。同时，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单位要将项目资

料，提交县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出具项目决算审计报告。

（六）资产移交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登记工程设

施，填报《竣工工程设施资产移交表》，会同施工单位及时

与工程设施受益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同时，项目建设单

位应将《竣工工程设施资产移交表》报县整合办备案。



附件一

西藏自治区    那区   地（市）    巴青   县（区）2017年脱贫攻坚整合资金来源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巴青县       
 填报人及电话：13308965028     0896-

3612733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2016年度资金（万元） 2017年度资金（万元）

备注

总规模
其中贫困县
资金规模

总规模
其中安排
贫困县资
金规模

贫困县计
划整合资
金规模

贫困县已
整合资金

规模

栏次 1 2≥3 3 4＞5 5≥6 6 7 8

一、 中央和自治区资金小计 5808.8 5808.8 7956.22 7956.22 6420.68 6420.68

1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50 150

2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

3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064 2064 4565.52 4565.52 3028.78 3028.78

4 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

5 林业补助资金（含天保和森林管护补助）

6 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
7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8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9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

10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
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11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
13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4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省级统筹部分）

15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含草奖补助）

600 600

16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农村现代流
通服务网络工程部分）

17 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

18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

19 旅游发展基金

20
中央和自治区财政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
”建设部分

21 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资金
22 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资金

23 农业生产支持补贴

24 农牧民技能培训补助经费

25 林业产业和木本油料生产扶持资金
26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 25 25
27 强基惠民短平快项目资金

28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农牧业科技三项
费）

29 农村公益事业

30 各援藏省（市、央企）援藏资金

31 社会扶贫资金

32
易地扶贫搬迁（中央预算内和地方政府债
务以及纳入国家计划长期低息贷款）

33 其他（盘活涉农存量资金等） 2969.8 2969.8 3390.7 3390.7 3391.9 3391.9

二 地（市）级小计 0 0 0 0 0 0

1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 农牧业专项资金
3 林业发展资金
4 水利发展资金
5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等资金
6 科技专项发展资金
7 旅游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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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那区   地（市）    巴青   县（区）2017年脱贫攻坚整合资金来源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巴青县       
 填报人及电话：13308965028     0896-

3612733

序号 财政资金名称

2016年度资金（万元） 2017年度资金（万元）

备注

总规模
其中贫困县
资金规模

总规模
其中安排
贫困县资
金规模

贫困县计
划整合资
金规模

贫困县已
整合资金

规模

8 产业发展资金
9 其他涉农资金
10 援藏资金

11
易地扶贫搬迁（纳入自治区计划的长期贷
款）

三 县（区）级小计 104.73 104.73 315.27 315.27 315.27 0

1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4.73 104.73 315.27 315.27 315.27
2 农牧业专项资金
3 林业发展资金
4 水利发展资金
5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等资金
6 科技专项发展资金
7 旅游发展资金
8 产业发展资金
9 其他涉农资金
10 援藏资金

四 四级合计 5913.53 5913.53 8271.49 8271.49 6735.95 6420.68
1 其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资金规模

2 其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资金规模

填表说明：

1.省级须汇总本省所有试点县情况。

2.四级合计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资金规模：是指用于贫困村的所有项目（含对农户直接帮扶项目）的资金规模。

3.四级合计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资金规模：是指用于试点县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直接帮扶项目的资金规模。

4.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资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资金因有重复统计部分，两者之和应大于四级合计。

5.本表由地（市）财政会同扶贫部门填报，以县（区）为单位，地（市）汇总完成后，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处、自治区扶
贫办扶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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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市）巴青县2017年贫困县脱贫攻坚整合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明细表
填报单位：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

序号
县（区)、乡
（镇）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所
在行政村名）

项目内容
项目主管

部门
项目责
任人

项目建设或

完成期限
（月）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来

源
投资计划(万元)

项目预计年

均实现收益
（万元）

项目受益群
众户(户)

项目受益总人口
(人)

其中

备注
资金来源

名称
资金金额 总投资

中央和自治

区资金

地（市）级

资金
县本级资金  银行贷款

项目单位自

筹   
受益贫困户数

受益贫困人口

数

其中：脱贫

贫困人数

行次 1 2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地（市）总计 6420.68 6420.68 0.00 0.00 578.54 0.00 0.00 3335.00 16246.00 0.00 0.00 16246.00 

（一） 生产发展类 3028.78 3028.78 0.00 0.00 578.54 0.00 0.00 315.00 612.00 0.00 0.00 612.00 

1 巴青县巴青乡 综合农贸市场建设 巴青县巴青乡 扶贫办 350.99 350.99 44 44 44

2 巴青县本塔乡 经济实体店建设 巴青县本塔乡 扶贫办 535.02 535.02 52.71 56 73 73

3 巴青县贡日乡 大型一体化综合市场 巴青县贡日乡 扶贫办 270.29 270.29 34 34 34

4 巴青县江绵乡 商品房建设 江绵乡15村 扶贫办 266.24 266.24 16 63 63

5 巴青县拉西镇
巴青县“千头牛、万亩草”产业

扶贫基地
比琼国有牧场 农牧局 1140.67 1140.67 0.00 138 273 273

16 巴青县杂色镇 旅游发展项目 杂色镇 文化局 308.22 308.22 0 由地区统一实施

17 巴青县雅安镇 小城镇建设项目 雅安镇 住建局 157.35 157.35 525.83 27 125 125

其中贷款资金中

132.84万元已由
地区城投公司下

达

（二） 贫困地区小型基础设施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三） 生态保护和建设类 3391.90 3391.90 0.00 0.00 0.00 0.00 0.00 3020.00 15634.00 0.00 0.00 15634.00 

1 巴青县 生态岗位就业补助资金 巴青县 生态组 2928.60 2928.60 9762 9762

2 巴青县 定向性政策 巴青县
社会保障

组
463.30 463.30 3020 5872 5872

（四）
易地扶贫搬迁建房及配套基

础设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附件
三

         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       省（自治区、直辖市）2017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示范县统计表

填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 填报时间：2017年3月

序号
示范县
名

基本情况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情况

农村人
口数
（人）

建档立
卡贫困
人口数
（人）

贫困村
数

贫困发生
率（%）

贫困县
类别

计划脱贫
时间
（年）

出台本年
度整合实
施方案时
间（年）

出台资金管理办
法时间（年）

2016年中
央财政资
金规模

2017年资金规模（万元） 2017年计划整合资金规模（万元） 2017年已整合规模（万元）

合计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地市
级

县级

1 巴青县 52522 10674 156 20.30% 国家级 2019 2017.3.20 2017 5048.8 8271.49 7956.22 315.27 6735.95 6420.68 315.27 6420.68 6420.68

2

3

4

5

6

7

8

9

1.省级须汇总本省所有试点县情况。

2.四级合计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资金规模：是指用于贫困村的所有项目（含对农户直接帮扶项目）的资金规模。

3.四级合计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资金规模：是指用于试点县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直接帮扶项目的资金规模。

4.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资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资金因有重复统计部分，两者之和应大于四级合计。

5.本表由地（市）财政会同扶贫部门填报，以县（区）为单位，地（市）汇总完成后，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处、自治区扶贫办扶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