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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七届人大

六次会议文件（21）

关于漯河市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21年 5月 1日在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漯河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

算草案提请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

列席人士提出意见。

一、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

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深入落实新时

代漯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个一”总体部署，扎实做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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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全市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在

此基础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运行平稳。

（一）2020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0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合计 1014444 万元，收入预算调整为

1011012万元，实际完成 1005898万元，为预算的 99.5%，比上

年增长 4.9%。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合计 2010619 万

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上级转贷政府债券等，支出预算调

整为 2354608万元，实际完成 232956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9%，

增长 8.3%。

●市级收支情况。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492026万元（市本级 358727万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 92300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3290万元，

西城区 27709万元），实际完成 509150万元（市本级 353113万

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100273 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7333

万元，西城区 38431 万元），为预算的 103.5%，增长 7.4%。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801914万元（市本级 575559万

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93000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40070万

元，西城区 93285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上级转贷政

府债券、补助县区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779544万元，实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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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932万元（市本级 551683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95488万元，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39453万元，西城区 90308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9.7%，增长 4.9%。

根据预算法规定和市人大实施全口径预算监督的要求，市级

报市人大审批的收支口径除上述市级收支外，还包括上级补助、

县区上解、补助县区和上解上级等项目，即市级收入总计和支出

总计。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收入和支出预算

总计均为 877755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转贷政府债券、上级补助

增加等，收入总计和支出总计实际完成均为 935336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0年政府

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合计 883224万元，实际完成 896437万元，

为预算的 101.5%，增长 2.9%。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

898321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上级转贷政府债券等，

支出预算调整为 1288675万元，实际完成 1235698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5.9%，增长 42.3%。

●市级收支情况。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537895万元（市本级 282323万元，经济

技术开发区 60000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71572万元，西城

区 124000万元），实际完成 529638万元（市本级 307017万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 64285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8199万元，

西城区 130137 万元），为预算的 98.5%，增长 6.1%；市级支出



—4—

预算为 511752万元（市本级 345638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43092

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65335万元、西城区 57687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上级转贷政府债券、补助县区等，支出

预算调整为 581547万元，实际完成 538925万元（市本级 298883

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99921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40587

万元，西城区 9953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2.7%，增长 13.5%。

除上述市级收支外，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转、补助县区等

项目，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和支出预算总计均为 684328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转贷政府债券、

上级补助增加等，收入总计和支出总计实际完成均为 747184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0年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 18440万元，实际完成 14658万元，

为预算的 79.5%，增长 38.7%，加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4764万元；全市支出预算总计 18440

万元，实际完成 14764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26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2697万元，年终结余 41万元。

●市级收支情况。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 18440万元，实际完成 8658万元，

为预算的 47%，下降 18.1%；市级支出预算总计 18440万元，实

际完成 8660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万元，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86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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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全市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0年全市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841982万元，支出预算 798677万元。执

行中，2020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 476844万元，为

预算的 56.6%，下降 43.3%，主要原因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2020年实行省级统筹管理，以及为应对疫情阶段性减免社

会保险费；2020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实际完成 458821万元，

为预算的 57.4%，下降 43.1%。年末滚存结余 418340万元。

●市级收支情况。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0年市级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767417万元，支出预算 740316万元。执

行中，2020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 405117万元，为

预算的 52.8%，下降 35.3%，主要原因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 2020 年实行省级统筹管理，以及为应对疫情阶段性减

免社会保险费；2020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402536万元，为预算的 54.4%，下降 31.2%。年末滚存结余 277746

万元。

（二）政府债务情况

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 2003604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68913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314474万元。

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2020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中，市级（含

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区，下同）政府债

务限额 95273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23278万元，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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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限额 629458万元；县区政府债务限额 1050868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36585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685016万元。

截至 2020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1825477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585357万元，专项债务 1240120万元。市级政府

债务余额 86575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76749万元，专项债务

589005万元。县区政府债务余额 95972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08608万元，专项债务 651115万元，全市及分县区政府债务余

额均不超过上级财政部门和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

2020年，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187109万元（还本 133528

万元、付息 5358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72178万元

（还本 53079万元、付息 19099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14931

万元（还本 80449万元、付息 34482万元）。市级政府债券还本

付息 100094万元（还本 72413万元、付息 27681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30400万元（还本 21011万元、付息 9389 万

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69694万元（还本 51402万元、付息 18292

万元）。

上述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数据为快报数，在完成决算审查汇

总及与省财政结算后还会有所变动，决算结果届时报市人大常委

会审批。

（三）落实市人大决议和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按照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全市各级财

政部门凝心聚力、履职尽责，圆满完成了各项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7—

为我市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财力后盾。

1.疫情抗击坚强有力，群众利益切实保障。严格落实市委决

策部署，积极谋划、创新举措，用好财政资金和政策，确保了人

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确保了不因资金问题而影

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精准出台政策。第一时间研究出台预算安排、人员救治、

医疗保障、工伤保险、工作补助、税收优惠、应急保障、金融支

持等财政政策，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应急稳岗提供政策保障。在认

真落实中央财政贴息基础上继续对辖内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贴息，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分批为双汇集团、中粮面业、华电

漯河等 11家企业申报贴息资金 845万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制定实施细则，推动市财政局下属企业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

房的中小企业减免疫情期间房租 178万元。建立疫情防控急需物

资政府采购“绿色通道”，为采购单位提供便利。

●强化资金保障。建立并严格执行疫情资金工作日报制度，

加快资金拨付，推动统筹使用。保持战时状态，开辟“绿色通道”，

确保疫情防控资金第一时间支付到位。全市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

金近 3亿元，争取利用新开发银行贷款 3000万元，市级国库现

金调度各个县区城乡居民医保金 10.9 亿元，及时为全市定点医

疗机构预拨工伤保险基金 4393万元，发放普惠性和应急稳岗补

贴 1亿元，为全市疫情防控提供坚强保障。



—8—

2. 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三大攻坚成效明显。强化支持重点，

紧抓关键环节，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为打好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

●全力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认真执行上级关于加强财

政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政策规定，制定出台《漯河市关于加强

扶贫资产管理的实施方案》，强化制度约束；充分发挥财政系统

内部联席会议和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作用，切实强化资金监管

和加快支出进度。全市全年扶贫资金支出 3.1 亿元，10 月底即

完成全年支出目标任务，截至 12 月底，支出进度达到 98.4%，

超出省定目标 6.4 个百分点。财政保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突出，

在全省扶贫资金绩效考评中被评为优秀等次，获省奖励资金

900 万元。

●全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紧紧扭住不增加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关键，强化对市直和各县区隐性债务的跟

踪监测，及时发现并坚决制止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债行为。建立健

全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定期报送机制，并把债务风险高低与新

增债券资金分配挂钩，强化各县区履职的积极性。按照“一债一

策”化解原则和《漯河市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方案》，稳

步按计划化解 2020年隐性债务，政府隐性债务一分钱不增加，

完成省下达年度存量债务化解目标近四倍。

●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市级筹措投入财政资金 1

亿元，推动重点区域扬尘治理能力建设、污染源监控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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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健全完

善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资金分配机制，实施大气环境和水环

境质量生态补偿制度，根据空气、水质监测数据和排名情况，对

县区进行奖罚。落实资金 1亿元，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森林

资源培育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3.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六稳”“六保”落实到位。充分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强化统筹整合，创新制度机制，突出

支持重点，着力稳增长、保运行、促发展。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全年争取和统筹资金 183.4亿元，超

上年全年 24.1亿元，增长 15.1%，其中：争取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51.6亿元，较上年增加 20 亿元，增幅达 63.4%；争取再融资债

券 7.7 亿元，较上年增加 1.8 亿元，增长 30.5%；争取上级政策

性资金 116 亿元，超上年全年 13.3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新增

财政赤字安排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7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7.8

亿元；将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8.1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持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切实保障居民就业。筹措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创

业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财政补助资金 6320

万元，落实好各项支持重点群体就业政策。严格落实社保费阶段

性免、减、缓、返，以及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

免减社会保险费 6.4 亿元，缓征 1304 万元，切实缓解部分企业

因疫情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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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保市场主体。切实落实国家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全年全市减税降费 16.4 亿元。积极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截至目前，市本级除特殊原因

外，已完成省清欠办台账内所有清欠账款偿还工作。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城投、发投集团对全

市经济发展推动作用。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市级落实成品粮、市级粮食和食用油

储备补贴 614万元，积极支持落实市级建立地方粮油及成品粮储

备；筹措消化粮食企业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贴、农业政策

性保险资金 8304万元，用于消化以前年度粮食企业财务挂账，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争取上级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一次性奖励等

资金 1.4亿元，落实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补贴 2.9亿元，调

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筹措投入资金 3.5亿元，促进农业生产救灾、

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支持高标准良田、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建设。

●重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投入三大改造、服务业引导、

中小微企业发展、科技专项、落实总部经济政策资金 4.2亿元，

落实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科技创新券”、科技奖励资金 3463

万元，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步伐；推进科技创新成效突出，再次获得全省仅有 4个名额的中

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 400万元。争取和筹措工业结构调整、

各级先进制造业发展、外经贸发展、物流体系建设等资金 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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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构建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参与研究、谋划、出台“消费券”制度，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 347万元。

●加快推进 PPP 项目签约落地。规范推广 PPP模式，加快

重点项目入库，提高项目落地率。截至 2020年底，全市纳入财

政部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24个，总投资 269.9 亿元。签约落

地 PPP项目 19个，总投资 181.2亿元，落地率达 91%。2020年

新增签约落地 PPP项目 6个，撬动社会资本 30亿元。PPP项目

落地率达到 91%，居全省前列。

●税源建设工作成效明显。整合双汇集团 2020年境外税收

资源 7.3 亿元，同比净增 4.1 亿元，实现市级收入 2.9 亿元。持

续推进综合治税，查补税款 3亿元。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我市

国有建设用地改变土地用途处置补偿标准进行调整，盘活工业企

业低效闲置土地，提高土地收入增加财力。全市全年土地收入完

成 93.9亿元，增长 7.1%。

4.聚焦城市发展定位，全力筹措落实资金。以文明创建为统

领，围绕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乡村振兴，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构

建高质量发展的城乡格局。

●保障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投入资金 15.2 亿元，加大城市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园林绿化等投入力度，保障五台山路澧河

桥新建、白云山路沙河桥改造、五一路南伸、上跨京广铁路立交

桥、道路交口渠化改造、集中供热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百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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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建设和城市“双修”，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背街小巷提升，不

断补齐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我市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资金后盾。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竞争性

机制，省财政厅将漯河市列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联系点，工

作成效在全省推广。落实资金 1.2亿元，持续推进城镇棚户区改

造和公租房建设。

●着力推进中原生态水城建设。以持续做好“河”“湖”“桥”

“绿”四篇文章为纲，统筹落实资金 5000万元，支持河湖水系

建设与修复治理、水污染防治与中水利用等八大工程建设，保障

雨污分流、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新建改造街头

游园、生态绿廊，打造天蓝、水清、地绿的优美发展环境。

●支持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和食品名城建设。以持续支持我市

文化事业发展为依托，不断加大对文化事业和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建设的支持力度。拨付资金 1558万元，保障我市“舞台艺术送

基层”、“中原文化大舞台”等系列惠民活动开展，支持贾湖遗址

保护开发和许慎文化开发，推动我市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

化设施免费开放，促进我市文艺精品创作。筹措食品安全专项经

费 2617万元，支持全市食品药品监管、规范化建设、质量抽检、

培训提升等工作，切实服务食品名城建设。

●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资金 3.5亿元，促进农

业生产救灾、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支持高标准

农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筹措专项资金 3936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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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人居生活环境。落实资金 3600万元，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目前已建成美丽乡村 38个、美丽乡村示范县 4个。落实农

村公益事业建设奖补资金 3006万元，支持村级道路硬化、排水

排污设施、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出台《漯河市

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安排专项资金 2800

万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56个。加快推进临颍县杜曲

镇北徐村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建设。

5.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民生改善更加彰显。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不断优化支出结构，积极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2020 年，全市财政民生支

出 165.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9%。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投入财政资金 6.9亿元，保障城乡义

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中小学“校安工程”落实，提升普通

高中和职业教育质量，同时加大扶困助学力度，引导学前教育健

康发展，支持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推动教育事业

均衡发展。

●支持医疗事业发展。投入专项债券 3.3亿元，加快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投入 5593万元，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实施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筹措资金 7350万元，支持我市医疗

应急物资储备建设。投入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 1.7亿元，将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从 69元提高至 74元。落实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 15.1亿元、大病保险 1.3亿元、城乡困难群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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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救助资金 6027万元，充分发挥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作用，完善

医药卫生体制。

●守住社会保障底线。筹措投入 2.6亿元，提高城乡低保和

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和高龄补贴等

困难群体补助政策，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投入资

金 5454万元，全面落实社保维稳政策。

●兜紧兜牢“三保”底线。督促县区财政优化支出结构，统

筹安排资金，加大市级对各县区国库库款调度力度，确保基层财

政平稳运行；争取各类直达资金 21.8亿元，当好“过路财神”，

确保资金直达基层。

●保障平安漯河建设。市级投入 685万元，全力支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财政部门扫黑除恶工作受到中央督导组肯定；

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做好法院、检察院上划工作；持续推进

平安漯河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6.财政改革持续深化，管理效能显著提升。以不断提升财政

管理效能为中心，加力增效、创新突破，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

新的成效。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累计盘

活存量资金 44.3 亿元。开展各类存量资金专项清理整治，全市

上缴资金 5.4亿元。将“过紧日子”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大力

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确保减税降费等应对疫情各项政策落实

和财政预算平衡。及时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打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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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财政。

●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指导各县区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

子化改革，提高资金支付效率。持续完善“三公”等相关经费支

出常态化监控机制，实行月报制度，提升动态监管水平。全市“三

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同比减少 675万元，下降 5.1%。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建立“1+6”制度体系，制定财

政部门内部工作规程，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强化绩效结果运用，

2019年首次开展的市级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已应用到预算编制中。

2020年确定市直 20个部门的部分项目绩效目标和整体目标，并

首次提交市人代会审查。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产权结构，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

集中统一监管，提高企业经营效能。物资、商务系统及“僵尸企

业”国有资产处置持续推进，市盐业企业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走在全省前列，全面完成全市

54家央企、省企和市属企业退休职工社区移交工作，有效减轻

了企业非经营性负担。

●加快国有资产处置。积极配合机关事务管理和自然资源部

门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存量房地产及公用设施进行清理，对不需

用资产处置变现，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涉及资产

3477万元。全年共对 412家市直单位 3339宗价值 2.8亿元资产

进行了调剂处置。

●其他财政改革亮点纷呈。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在全省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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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中，市财政局承担政府采购指标居全省第 3位，成为漯

河市优势指标。评审实效显著提升，全市全年通过投资审核节约

财政资金 24亿元，增长近两倍。在全省率先完成财政电子票据

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

财政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下，市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市人大、市政

协及代表委员们加强监督、有力指导的结果，各部门以及全市人

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改革

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财政增收乏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和税收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突出；“三

保”工作面临挑战，基层财政运行仍有隐忧等。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1年预算草案情况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编制好 2021年财政

预算，对于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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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七届十三次全会安排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系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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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深入实施新时代漯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个一”总体部署，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按照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

适度支出强度，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

保障；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过紧日

子”的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

加快推进零基预算；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工作，确保“十四五”起好步开新局，谱写财政助力新时

代漯河更加出彩添彩的绚丽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目标为 5 %。这一增

幅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积极财政政策调控和减税降费政策后翘

因素。同时，这一目标也是指导性的，各县区根据本地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实事求是安排收入目标。支出方面，民生政策提标等

增支政策较多、刚性强，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财政收支矛盾十分

突出。

（一）2021年主要支出政策

1.支持创新驱动和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安

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专利资助、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 2911万

元，引导市场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注重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实

施好创新驱动战略；安排落实“三大改造”、5G奖补、总部经济

政策资金 5348万元，大力支持产业转型优化升级、“三链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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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上市企业和专新特精中小企业培育力度、深入实施重点企业

倍增计划，助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安

排招才引智、人才资助、招商引资经费 1580元，激发人才创新

活力，加快建立多元化财源机制，逐步实现人才强市，助推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2.支持稳投资扩内需促消费，持续稳定经济基本盘。统筹政

府债券资金、政府性基金等各项财政资源，安排项目资金 6.9亿

元，以项目带动投资、以投资拉动内需，以内需增加消费，充分

发挥政府债券等资金在稳投资、补短板、扩内需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安排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和能力、改善营商环境、打造数字漯

河智慧漯河经费 3652万元，大力推进“放管服”、实行便民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投资信心。逐步提

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提振人民消费信

心，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3.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高质量发展关键载体。安

排百城提质、城市“双修”、城市管理等经费 11.2亿元，支持城

市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建设项目谋划，形成城市规划布局

科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有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格局；支持交通

航运、市政道路设施、雨污分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保障

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区域医疗中心、教育基础设施等完善城

市功能的重点项目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支持巩固创文创卫

成果、全国卫生城市复审等，进一步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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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促进漯河全面高质量发展。

4.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安排乡村振兴与扶贫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蔬菜基地建设、“小麦

产业联合体”种子补贴、耕地地力保护等资金 8277万元，巩固

拓展扶贫攻坚成果，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安排高标准良田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农业保险、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建设、畜牧

无害化处理补贴等 4573万元，保障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安排美丽乡村建设、景区化美丽乡村评选、农村

公路建设养护、农村公益事业奖补、秸秆禁烧、农村户厕改造、

驻村书记工作经费等 3413万元，支持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守好“三农“基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

动补齐农村高质量发展短板，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5.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继续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安排资金 1387万元，用于编制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方案、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清单修订、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和监控

监测服务、国控空气站、乡镇（街道）空气站、水质监测站建设，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生态系统综合治

理。安排资金 1.3亿元，用于污水污泥处理、垃圾清运分类处理、

扬尘柳絮治理、尾气检测、洁净煤抽检、油烟监测等，加强对污

染物的源头治理。安排资金 3906万元，用于节能减排补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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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乡镇生态村以奖代补、植树造林、河湖治理、宣传教育、执法

检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经费等，支持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抓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打造绿色低碳健康宜居的

生态环境。

6.支持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推动社会事业发展。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

提质量。安排就业创业培训普惠金融专项资金 495万元，落实就

业优先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谐。安排教育资金 3亿元，支持城乡义务

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和均衡发展、落实新建改建中小学

校奖补资金、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推进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提质

增效等，有效缓解上学难问题。安排社保医疗卫生支出 1.8亿元，

保障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80 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计生奖扶政策落实

到位，保障残疾人、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免费开展“两癌”“两

筛”、加强疫病防治等。安排资金 8864万元，支持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基本药物制度和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落实公立

医院药品零差率财政补贴，支持公立医院和重点专科建设、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提升医务服务诊疗水平，为人民身心健康保驾护

航。安排资金 2亿元，支持进一步改善人民吃住行条件，设立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行公共服

务场所免费开放、鼓励艺术团体积极进行艺术表演，开展舞台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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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送基层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提升人民幸福感。

7.支持推动平安漯河建设和防范重大风险，创造和谐漯河文

明漯河。安排平安漯河、维稳普法、“雪亮工程”、扫黑除恶、司

法救助、大要案办案经费等 4781万元，支持提高公共安全保障

能力。安排防范重大风险经费 2.8亿元，支持有序化解政府隐性

债务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

线；支持粮油能源储备，加强“菜篮子”建设，防范粮食安全风

险；支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做好食品安全生产、监

管、检测、动物疫情防控，守住食品安全这一事关漯河产业安

危和民生保障的底线，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支持做好安全生产

“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防

范消除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安全生产风险和

社会稳定风险。

8.支持保障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安排党建、党史学习、宣传思想教育、政风行风整治、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培训经费 2354万元，进一步提高思想教

育、党性教育、守住初心，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增强党的

凝聚力、向心力，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党的队伍，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十四五”起好步开新局，奋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二）2021年财政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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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

（1）代编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6193万元，增长 5%，加

上上级补助、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般债务转贷、调入资金

等 1189632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 2245825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96259万元，下降 10%，加上上解上级

支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9566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计 2245825万元。该项收支预算是预期性的，实际按各级人大

批准的预算执行。

（2）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和西城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安排。2021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安排 1587664

万元（市本级 1301240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142011万元，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35998万元，西城区 108415万元），其中：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8109 万元，增长 5.7%；上级补助收入

820168 万元（返还性收入 3844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5959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212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58468万元，县区上解 12904万元，调入资金 109780万

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454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2835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8109万元，主要安排情况是：

●税收收入 436979万元，增长 4.5%。其中：增值税 15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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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7.3%；企业所得税 71758万元，增长 6.9%；个人所

得税 28587万元，下降 14.1%，城市维护建设税 34321万元，增

长 2.5%；契税 69324万元，增长 7%。

●非税收入 101130万元，增长 11%。其中：专项收入 36293

万元，下降 0.8%；行政事业性收费 15590 万元，增长 59.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552万元，下降 16.3%。

支出安排。2021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587664 万

元（市本级 1301240 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142011万元，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 35998万元，西城区 108415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810791万元（当年财力 720234万元，上级提前告

知转移支付 75822万元，政府一般债券支出 11900万元，上年结

转支出 2835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67036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669351万元，一般债务还本、转贷支出 40486 万元。市级当年

财力安排支出 720234万元，增长 0.3%。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

和上年结转支出按省定项目和结转项目使用，政府一般债券支出

用于城建等项目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需要重点保障的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污染防治、基本民生等支出项目多，支出压力较大。

为弥补市级当年财力缺口，保障“三保”支出，支持重点项目和

民生工程推进，市级将当年可统筹使用的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等资金 10978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并

动用 58468万元的稳定调节基金。同时，对符合政府债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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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通过争取上级转贷政府债券予以统筹安排。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代编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49888万元，增长17.1%，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92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59968万元，专项

债务转贷收入 140700万元，调入资金、下级上解收入 36577万

元，收入总计 1293062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22986

万元，下降 17.2%，加上调出资金 220342万元，专项债务还本

支出、上解上级支出 49734万元，支出总计 1293062万元。

（2）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包括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和西城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安排。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664569万

元（市本级 426481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60000万元，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 50088万元，西城区 128000万元），增长 25.5%，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92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33284万元，专项

债务转贷收入 140700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20266万元，市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864748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主要收入项目安排情况：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55631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68691万元；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7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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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1976万元；

●污水处理费收入 5480万元。

支出安排。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864748万

元（市本级 587623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83150万元，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 59688万元，西城区 134287万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636466万元（当年收入安排支出 557405万元，

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977 万元，上年结转安排支出

33284万元，政府专项债券安排支出 44800万元），调出资金 95689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4952万元，专项债务还本、转贷支出 127641

万元。调出资金用于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主要用于土地收储、土地开发、保障房和城市建设、污水

处理等。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和上年结转支出按省定项目和结

转项目使用，政府专项债券支出用于职业教育、卫生、双创孵化

基地等项目建设。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代编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根据市级企业发展经营情况，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安排 19382万元，加上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07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41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9530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预算支出总计安排 19530万元，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48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使用 173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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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21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3382 万元（市本

级 8770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0万元，西城区 2612万元），

其中：利润收入 10770万元，产权转让收入 2612万元，加上上

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07 万元，2021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总计 13489万元；预算支出总计安排 13489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补助支出，补助下级支出 10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3382

万元统筹使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零。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代编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1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安排 930675万元，

其中：当年收入 512335万元，上年结余 418340万元；全市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469046万元，预计当年收支结余 4328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61629万元。

（2）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2021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安排 714179万元

（市本级 708422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5757万元），其中：当

年收入 436433万元，上年结余 277746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总计安排 714179万元，其中：市级支出 408640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305539万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西城区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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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详见《漯河市全市和市级2020年预算

执行情况及2021年预算草案》。需要说明的是，代编的全市收支

预算是预期性的，待各县区预算经同级人大批准后，及时汇总报

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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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4月27日，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457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10013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经费和机构运转；项目支出79321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和

双节困难救助、特殊群体生活费、运转急需支出、上级转移支付

支出等。

为切实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省财政厅下达了第一批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我市共 1861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54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40700 万元。上述政府债务限额已

按要求列入市级预算或转贷县区。

三、改进和加强预算管理的主要措施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贯

彻落实预算法的各项要求，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的财政

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

政管理水平。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做实做深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严

格事前绩效评估，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实绩效运行监控，深化

财政、审计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真正实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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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加强项目支出管理，建立健全项目入库评

审机制和项目滚动管理机制，加强项目入库审核，切实发挥项目

库基础支撑作用。加快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预算管理的

标准化、科学化水平。加大各类财政资金的统筹协调力度，促进

财政资金合理配置。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更好发挥政府采购

功能作用。加大存量资产资金盘活力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快推进零基预算管理。全面推进零基预算管理改革，探

索市级零基预算，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全力保障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提高预算

编制、执行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合理性。

●加快市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紧跟上级改革步伐，

做好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深化市

与县区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依法规范、权责匹配、协调配合、

运转高效的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体制。

●完善财政直达资金机制。中央明确提出，可直接分配的中

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以及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将逐步纳入直

达资金范围。财政部门将进一步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优化分

配流程，加大监督力度，强化数据共享，确保直达机制发挥实效。

●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争取上级债券新增额度，加

快政府债券使用支出，优先保障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和补短板，按

规定将部分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充分发挥债券资金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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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实施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提前发现和处置

趋势性、苗头性问题。积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发现一起、问责一起、通

报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坚持 “过紧日子”要求。把“过紧日子”要求作为预算

管理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节用裕民，

严把预算支出关口。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

经费预算，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项目，严格执行差旅、会议等

经费标准。实施预算执行、预算评审、审计查出问题、绩效评价

结果等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制，加强支出审核和财政可承受能力

评估，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行为。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认真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全

面深化市属国有非工业企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金融资本集中

统一监管机制。推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

一监管，不断完善国有资产报告机制和成果运用。

●强化财政法治建设。全面加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认真

贯彻落实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积极组织学

习贯彻预算法实施条例，健全财政法规制度体系，规范行政决策

程序，严格财政执法行为，依法全面履行财政职能，不断提升财

政工作法治化水平，为财政改革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定期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汇报财

政预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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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决议。严格执行人大批复的预算，依法履行预算调整程序，

及时将调整预算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自觉主动接受人大

的监督。

各位代表，做好 2021年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市委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下，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十四五”起好步开新局、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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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处 2021年 4月 29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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