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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财政决算和 2024 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延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县政府副县长、县财政局局长  秦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3 年财政决算

和 2024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十四五”承上启下关键一年。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任务

重大，意义非凡。一年来，我们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年初人大批准的

预算安排和县委总体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科学研

判当前形势，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系统部署当年工作，坚守为

民理财初心，立足拓宽财源，严控支出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切实兜牢“三保”底线，积极作为，提振信心，实现全县经济社

会健康平稳运行。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1541 万元，为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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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 81108 万元的 100.5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31231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 16553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2526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42736 万元，收入总量为 384587 万元。 

（2）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74197 万元，为年初预

算数 262524 万元的 104.45%，为调整预算数 291500 万元的

94.06%。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8273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9043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 4682 万元，年终结转下年

的支出 68392 万元，支出总量为 384587 万元。 

收支相抵，全年预算基本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4351 万元，为调整

预算数 34349 万元的 100.0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420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 6858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58334 万元，收入总

量为 163685 万元。 

（2）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90217 万元，为调整

预算数 147031 万元的 61.36%，债务还本支出 14660 万元，上

解上级支出 57 万元，支出总量为 104934 万元。收支总量相抵，

年终结余 58751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7135 万元，支出完成

1154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3070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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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20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48 万元，支出完成 24 万元。年终结余 44 万元。 

（二）2023 年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上级部门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 394785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 83195 万元，专项债务 311590 万元。 

截至 2023 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390725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82657 万元，专项债务 308068 万元，债务余额均不

超过上级批准限额。2023 年新增债券 62253 万元，主要用于

高标准农田、城区供热、医疗卫生、学前教育、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再融资债券 22880 万元，用于置换到期债券本金。 

2023 年，全县债务还本支出 23703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还本 9043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 14660 万元。全县债务付息

支出 11817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 2501 万元，专项债务

付息 9316 万元。 

二、2024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上半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县委十三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牢固树立政府过“紧日

子”思想，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坚决防范化

解债务风险，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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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4764 万元，增长 1.6%，为

年初预算的 50.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5452 万元，下降

14.6%，为预算的 39.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 2023 年豫飞重

工产权交易产生的一次性税收以及由于疫情原因对 2022 年税

收缓交政策，一些企业的 2022 年税收于 2023 年上交国库等因

素导致；非税收入完成 19312 万元，增长 35.5%，为预算的

81.2%。 

2.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6748 万元，增长 3.7%，

为预算的 41.8%，其中民生支出情况是：教育支出 27242 万元，

增长 5.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70 万元，下降 2.7%，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18328 万元，下降 0.7%；卫生健康支出

9150 万元，下降 20.5%；节能环保支出 2996 万元，增长 117.4%；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249 万元，增长 87.1%；农林水事务支出

24207 万元，下降 14.6%；交通运输支出 3154 万元，增长 5.2%；

保障性住房支出 3995 万元，增长 252.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730 万元，增长 39.6%，

为年初预算的 20.3%。 

2.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0739 万元，增长 14.2%，

为预算的 41.9%。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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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577 万元，支出完成

5398 万元，滚存结余 45249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20 万元，上年

结转收入 44 万元，全县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 万元，

结余 54 万元。 

三、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千方百计抓收入，夯实财力基础。一是严格执行税

收法规，坚决制止越权减税、免税和缓税行为，加强对一次性

税收和零散税源的征收力度。对重点工程项目、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欠税情况进行摸底，分类排查欠税原因，及时清理入库。

二是大力培植支柱财源。持续抓好传统税源，重点扶持新型产

业经济发展，寻找“纳税点”，实现传统财源新突破，新型产业

有新增点。三是加强征管措施，做到应收尽收。积极构建“政

府领导、财税主管、部门配合、信息共享”的协税护税工作机

制，充分发挥财税部门牵头抓总作用，强化部门协税护税的调

度协调，充分利用综合治税信息平台，采取开展税源调查、税

收清理、收入调度等措施，想方设法挖掘增收，确保财政收入

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4764 万元，为预算的 50.8%，增长 1.6%。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25452 万元，下降 14.6%，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6.9%；

非税收入完成 19312 万元，增长 35.5%，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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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3.1%。四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专项债券发行，全力保障

重点项目。强化“项目为王”不动摇，积极争取省财政厅提升对

我县的新增一般债券和置换债券的分配额度，争取债券资金支

持。上半年发行专项债券项目 8 个，发行金额 3.68 亿元。同

时，积极配合各预算单位做好各行业内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补

贴，共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和补贴 8.28 亿元。 

（二）倾心竭力保“三保”，扛牢政治责任。始终把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作为财政工作指导方针，有保有压，以党政机

关过紧日子，换老百姓过好日子。一是兜牢兜实“三保”民生底

线。编制全县“三保”支出清单，清单内项目优先支付，清单外

项目视库款情况统筹调度、有序安排，确保“三保”优先保障。

上半年共计完成“三保”支出 6.68 亿元。二是认真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坚持“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对非

急需、非必要支出应压尽压、应减尽减，经常性项目支出预算

原则上实行零增长，“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只减不增。三是全力

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坚持“无预算不支出、有预算紧支出”原则，

对财政支出实施限额管理，科学合理划定限额标准和额度，确

保库款平稳运行。四是科学安排政府投资项目。坚持“有保有

压、量入为出”原则，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政府投

资项目一律实行资金来源审核，未通过审核一律不予立项。严

格财政评审，严把支付标准，未达条件一律不予支付。上半年，

政府投资项目送审额 6.17 亿元，审定额 5.06 亿元，审减额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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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审减率 17.99%。 

（三）统筹兼顾惠民生，保障重点支出。加强民生保障，

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一是积极推进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发放管理工作。坚持“惠民便民、一卡统发、流程规范、

信息共享、公开透明”的原则，确保资金及时、准确、足额发

放，确保各项惠农惠民补贴政策落地见效。上半年全县实现“一

卡通”系统发放补贴项目  55 个、补贴 351017 人次、资金总量

18105 万元，惠及群众 132031 人，发放成功率 100%，社保卡

占比 100%。二是加大支农惠农投入，全力支持乡村振兴。坚

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进一步加大“三农”投

入，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障，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花生保险

的县域全覆盖，稳定种粮农民收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半年，农林水事务支出 24207 万元。实施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25 个，项目覆盖 13 个乡（镇、街道）

25 个行政村，总投资 980 万元。三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

面保障教育经费。教育支出 27242 万元，同比增长 5.4%，保

障了义务教育经费，推进了教育项目建设。四是加大社会保障

能力，全面落实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328 万元，

进一步兜牢困难群众的托底保障网，为社会保障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五是加大卫生健康投入，提升卫生服

务质量。卫生健康支出 9150 万元，加强了卫生健康领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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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为全县人民健康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六是加强城

市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249 万

元，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及垃圾无害化处理，确保全县垃圾

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安排节能环保支出 2996 万元，生态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

改善。 

（四）全力以赴防风险，兜牢安全底线。坚持举债有度、

用债有效、管债有规、偿债有方，全面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切

实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是严格控制债务增

速。强化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阻断违规举债、变相举债的路径。

建立专项债券“借用管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对隐性债务

要发挥好部门监管合力，加强融资需求端和供给端管控，阻断

新增隐性债务的路径。目前，我县债务风险等级处于绿色安全

区，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二是债券发行有力推进。严格执

行政府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上半

年上报项目 26 个，项目总投资 83.6 亿元，当年专项债券资金

需求 20.74 亿元，国家审核通过 21 个，当年专项债券资金需

求 15.57 亿元，成功发行项目 8 个，到位债券资金 3.68 亿元，

严格债务资金全流程管理，有效管好用好债券额度指标，政府

投资项目建设得到有力保障。三是债务风险有效防控。做好防

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上半年，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

政府债务 1.96 亿元，县级财政还本付息 0.79 亿元，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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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兑付。隐性债务化解 0.16 亿元，消化暂付款 0.1 亿元，全

县政府债务风险总体稳定可控。四是全力清偿拖欠账款。在确

保“三保”等必要刚性支出前提下，压减各类财政支出，腾挪更

多财力，全力统筹可用财政资源化债。对纳入发行计划的债券

项目进行再评估、再筛选，压缩进展较慢、收益较差、非必要

的项目建设规模，按程序调整后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共调

整化债资金 4175 万元。协调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

则为拖欠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通过针对性措施精准有效盘活处

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融资平台公司土地、股权和房产等资源

资产，将处置资金用于清偿拖欠账款。  

（五）持之以恒强管理，着力提升效能。一是推进预算管

理一体化。进一步加强预算约束，强化预算执行，提高预算编

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增强支出的计划性和预见性，积极

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严格预算支出管理，完成了 2023

年度财政决算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并报请县

人大审议通过，及时在县政府网站预决算公开专栏公开。二是

稳步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原则，谁办事谁花钱，谁花钱谁负责，实施全方位预算绩效

管理。围绕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覆盖面广、社

会关注度高、关系重大民生、持续时间长”的原则，将延津县

初级中学运动场改造、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乡

镇污水处理站运营费用、延津县 2023 年度祥安社区-电业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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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院等 20 个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延津县 2023 年

乡村绿化美化苗木采购等 5 个项目列入财政重点评价项目；同

时统筹推进全县各预算单位对照 2023 年度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三是推进国

有资产监管改革。探索资产处置新模式，全面梳理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闲置资产，积极盘活“僵尸企业”，推动资源资产化、

资产资本化和资本证券化，形成存量资产与新增投资良性循

环。对全县 61 所撤并学校的闲置土地、校舍进行核查，59 所

学校资产属于闲置资产，并由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评估作价，

评估价值为 8999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 6975 万元，

集体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2024 万元。撤并学校闲置资产已划

转至各乡（镇、街道）管理，所得收益由乡、村两级按比例分

成。四是落实惠企利民政策。进一步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

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配合科工局申报 2024

年省级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补贴金额 1070 余万元。争取第

一季度规上企业满负荷生产奖励资金 330 万元，25 家企业得

到财政补贴资金。五是严格政府采购管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

法，提高了政府采购活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上半年，全县实

施政府采购项目 76 项（含工程建设），采购预算金额为 54126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为 52008 万元，节约资金 2118 万元，节

约率为 3.9%，合同融资 6 笔，融资总金额 5226 万元，有效缓

解企业资金压力。 



 - 11 - 

四、存在的问题 

2024 年上半年财政工作虽然稳健进步，但还存在一些困

难和短板。一是税源结构不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实

现平稳增长，但收入总量和税收收入的规模仍然偏小。部分企

业尚在落实减免优惠政策期内，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收入，又

缺少大型投资项目对财政收入形成突破式拉动，造成财政收入

增长困难。二是“三保”压力较大。在经济下行压力、留抵退税

等因素影响下，收入增长乏力，自给能力不足，而县级承担支

出责任逐年增加。临聘人员工资、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债务化解

等刚性支出不降反增，且我县的债券还本付息将进入偿债高峰

期，“三保”压力较大。三是过紧日子意识还需加强。虽三令五

申要求各部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一般性支出，但

全县“一盘棋”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强化，资金统筹使用还面临诸

多困难，部门需求增长超出财政承受能力，单位勤俭节约意识

和树立过“紧日子”思想需长期坚持。对此，我们一定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五、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半年，财政收支形势更加严峻，上级管控手段更加严格。

我们将积极适应当前工作态势，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县委工作要求，加强

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收支管理，压实过紧日子政策，努力

推进财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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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稳中求进，全力争财增收。坚持依法征管，做

到应收尽收，抓大不放小，着力提高收入质量；继续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拓展行业税费精诚共治广度

和深度，县交通运输局、住建城管局、水利局等加强对车船使

用税、垃圾处理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环保税、房产税等税费

的征收管理。加快对留抵退税较多的企业进行排查，加强纳税

指导及重点项目税收监管，确保税收及时入库。进一步强化土

地收入管理，加大土地招商力度，清理零散、小型地块，加强

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盘活批而未供等闲置土地。清查梳理违

法占地、临时用地、等欠缴耕地占用税，出台相应征缴政策。

最大限度提升资产管理效益，拓宽收入来源。坚持准确把握财

税政策，充分发挥县级各部门积极性，对标对表上级项目要求

争取上级在转移支付等方面倾斜。  

（二）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控管。进一步树牢过紧日

子思想，全面清理年初预算安排项目，严格做到无预算不支出，

有预算也要紧支出、缓支出。压缩调减执行进度慢、尚未启动

的低效性项目；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和县委重大决策部署，兜

牢“三保”底线，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优化预算审批流程，强化

预算约束，严控预算追加；规范“三公”经费、资产购置、设施

维修、会议培训等行为，加强信息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审查。 

（三）释放政策效能，着力防范风险。坚持量力而行，规

范政府举债行为，严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积极开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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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充分发挥政府债券在融资和推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聚焦短板领域和重点方向，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努力形成实物工作量、形成有效资产、形成社会效

益；坚守债务风险指标底线，及时归还债券本息，按期消化政

府隐性债务；坚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建立库款运行监测

预警机制，切实保障国库库款安全，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四）深化财政改革，提升理财水平。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着力构建财政管理精细化、预算支出标准化、拨付流程规范化

的管理格局；推动各项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落实，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探索推行新一轮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县乡财政

关系，赋予乡（镇、街道）“聚财、生财、用财、管财”权力，

激发乡（镇、街道）培植财源、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做好审计

整改“下半篇”文章，压实整改责任，抓好整改落实。 

2024 年财政工作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恳请县

人大能一如既往地给予财政工作关心、支持和监督、指导，我

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听取并贯彻落实本次会议审查

意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攻坚

克难、守正创新，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强化财政预算

管理，为新时代延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