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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努力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
着、发展所需、群众满意的实践效果——

聚焦问题不偏向 所需所求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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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导向指引调查方向。省财政厅切实破解发

展中的难点堵点，结合实际开展“财政支持消费政策”课

题研究，立足全省消费券政策的使用落实情况，切实解

决电子消费券使用绩效不高等问题；开展“重点税费政

策落实情况”调研，着力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财政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

群众，或创新制作问卷调查二维码，或充分发挥财务人

员一线优势，做好身边的调研，或省市县贯通、联合联

动，推动资源共享，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把情况摸

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看得

见、摸得着、发展所需、群众满意的实践效果。

同级结算 防控服务顺畅了

8 月 3 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检中心，来自全省各

地的孕妇们，在家人的陪伴下，等候孕检。“今天是来进

行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家住南昌市红谷滩区的姜

微说，“通过手机领取电子券，就可享受免费服务，很方

便也更惠民。”

此前，我省针对困难群众开展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

务。今年，我省从促进优生优育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大局出发，对全省孕妇免费提供出生缺陷防控服务，与之

前实施的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叶酸补

服等项目有效衔接，健全了出生缺陷防控的闭环防线。

“筛查项目包括胎儿颈部透明带检查、胎儿六大畸

形超声常规检查、产前血清学筛查、地中海贫血基因检

测，以及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听力筛查、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能有效促进优生优育。

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务经费由财政进行补贴，其中西部

政策延伸县由省、县（市、区）财政按 4∶6 分担，其他县

（市、区）按 3∶7 分担。”省妇幼保健院产检中心副主任罗

文娟介绍道，“来我们这里接受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务

的，非南昌市户籍或非常住在南昌的孕妇占比为 30%至

40%。实施初期，我们对后期结算形式有所顾虑，担心之

后要医院自行找各设区市财政局结算，将会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工作量，同时结算时间也会较长。”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财政厅有关同志就这一民生

实事落实情况深入相关医院调研，了解到医疗机构的顾

虑，同时发现在实施初期，因南昌为省会城市，优质医疗

资源相对集中，许多非常住、非南昌市户籍孕妇在昌产

检。而南昌市明确，只对户籍和常住人口发放纸质服务

券，各定点机构凭券提供服务和结算，因此在昌非户籍

和非常住人口的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务难以落实。

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省财政厅聚焦短板弱项

深入检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多

次会同主管部门省卫健委研究解决办法。6 月 30 日，省

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全面上线，实现了免费出生缺陷防控

服务信息全省通联。非户籍和非常住人口可向户籍地

或常住地线上申领电子服务券，在流动地如南昌市的医

疗保健机构接受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务，核销电子服务

券。信息系统可按发券地进行统计，根据当地政策，由

户籍地或常住地进行资金结算。同时，为了简化各医疗

机构与各地各级财政的结算流程，涉及的跨地区人员费

用将由省财政与各设区市财政部门据实统一结算。

“减少了工作量，也减轻了我们的垫资压力，让我们

有更多精力做好免费出生缺陷防控服务。”罗文娟说。

尤为关键的是，非常住、非南昌市户籍孕妇享受省城的

医疗资源也更便捷了。来自吉安市吉州区的孕妇黄妍

说：“领取了电子券，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后台审核

后，我们便可以享受省城三甲医院的免费服务，不用来

回跑，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

寻计问策 惠农补贴规范了

7 月 7 日，高安市荷悦优质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丁

旦收到了一笔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22.272 万元。

相比之前，这项补贴资金发放更顺利了。丁旦说：“之

前，需要提供自己与合作社的关系证明，还要到村里、镇

里开各种证明。”

高安市财政局副局长熊正刚表示，按照要求，惠农

补贴资金必须通过社保“一卡通”平台，可“一卡通”平台

发放的惠农补贴资金只能到个人账户，高安市荷悦优质

稻专业合作社属于对公账户，惠农补贴资金无法通过这

个平台发放，只能通过国库支付的方式进行，所以需要

提供更多证明材料。

为民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满意，离不开对民情的深

入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针对社保“一卡通”平台不

能全覆盖涉农补贴资金发放的问题，省财政厅坚持问题

导向，及时联合主管部门开展惠农补贴补助资金发放情

况实地调研，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省财政厅农业

农村处工作人员熊坤说，调研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也是

了解各地规范惠农补贴资金管理经验做法的过程，为进

一步完善政策举措提供参考依据。

得益于一线调研、寻计问策，省财政厅谋划推出了

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6 月 29 日，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关于规范惠农补贴资金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补充

完善耕地地力保护等惠农补贴资金范围内，应发给村集

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的发放流程，完善资金使用

和管理要求，避免出现以个人名义领取村集体等补贴资

金的现象，为确保惠农补贴资金全面规范发放提供政策

依据。

“原来，我们通过国库支付的方式解决对公账户的

惠农补贴资金，因为没有政策文件依据，总因为这里或

那里不规范提心吊胆。现在有了《关于规范惠农补贴资

金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惠农补贴资金发放方

式，给我们吃了定心丸。”熊正刚说。

惠农补助资金涉及千家万户，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省财政厅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精准施策、靶向

发力，做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省财政厅除了规范惠农补贴资金发放，还强化了惠

农补贴资金监管，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和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全部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至县级

财政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系统加强资金监管，确保每

一分钱都用到群众身上。

熊坤说，他们还继续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作为直

达资金管理，通过直达资金标识全程监控资金“全生

命”流程。为进一步提高直达资金拨付效率，将已分配

至县（市、区）的直达资金，由省级金库直接调度至县

（市、区）金库，不再通过设区市办理，进一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雨露惠泽 特殊教育提了标

发展特殊教育是一项解民困、兜网底、保公平的民

生工程。

在九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假如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的手写体标语，刻在教学楼的醒目位置。流淌的喷泉，

走廊里装裱完好的学生绘画作品……优美的环境让 454
名学生能够享受到公平、优质、温暖的教育。

近些年，我省不断加大投入，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

积极推动特殊教育机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面对省财政厅调研组一行，九

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总支书记乔子瑾道出了困境：“学

校安装防盗网是不是不多见？由于我们学生的特殊性，

从走廊到防盗网，都和普通学校不一样，所以我们设施

配备及维护成本要高一些，希望提高财政补助标准，让

学生享受更好的教育环境。”

省财政厅教育处副处长、调研组成员谢璇感同身

受，调研笔记写得满满当当：我省特殊教育发展普遍存

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融合教育体系和学前、高中阶

段特殊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同时，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具

的选择上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

投入。

拜群众为师，把群众当亲人，省财政厅真正把“民生

所盼”变“民生所赞”，积极发挥财政政策资金补短板和

兜底线作用，着力支持我省特殊教育发展。

经财力评估，并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省财政厅

先行提高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由原来每生每年

6000 元调整为 6500 元。同时，继续安排专项经费支持

特殊教育发展。

“此次提标的 500 元，惠及近 4 万名特教学生，提高

了相关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谢璇说。

雨露惠泽。九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收到特殊教育专

项资金 61.5 万元，用于课桌椅采购、心理咨询室及教室

改造等。“有了资金投入，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改善了美容

美发室、陶艺室、油画室、烘焙室、感官室、茶艺室、律动

室、语言康复训练室、开心驿站等专用教室条件，改造了

羽毛球馆、网球场，购置了专用设备器材。”乔子瑾说，

“对一些听力障碍的学生，我们会提供职业培训，教他们

美容美发或者烘焙等技能，为其今后在社会上自强自立

奠定基础。”

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抓成效。省财政厅结合

主题教育，立足自身职能优势，支持特殊教育发展，进一

步提升特殊教育群体接受教育机会、提高了教育水平，

切实增进特殊教育群体家庭福祉，推进教育公平，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的愁心事、烦心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

变化回应群众的关切和期盼。今年，省财政厅统筹下达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3010万元，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

学条件、配备专用设备设施，对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

读学生较多的普通学校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推进普通

中小学创设融合校园文化环境等。

特事特办 民生项目提了速

8 月 4 日 11 时，在南昌市第十医院的疫苗接种点，就

读 初 中 的 陈 钰 接 种 完 第 一 剂 次 的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疫 苗

（HPV 疫苗）后，在疫苗留观室留观。她表示，之前老师

给大家宣讲过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摸底调查时，告

知她们大概 9 月中旬接种，没想到暑假还没结束，就接

到通知可就近接种，便和妈妈一起来医院接种。

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是我省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8 月初正式启动，较计划提前了一

个多月。

“提高适龄女生接种率，有助于降低女性宫颈癌患

病风险。”省财政厅调研组分析，全省适龄女生对免费接

种国产二价HPV疫苗服务期盼已久。

面对群众诉求，“解决”比“解释”更重要。省财政厅

厚植为民情怀，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真正让

群众满意、群众说好。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进行充足的前期调研后，发

现竞争性谈判方式相较于公开招标方式，更加适合人乳

头瘤病毒疫苗项目采购。按照相应流程和规定，他们提

出申请，希望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实施。

令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药品采购科科长王茜激动

的是，省财政厅收到申请后，仅用时 5 个小时，便审批了

采购单位提出的项目采购方式变更申请，同意采取竞争

性谈判方式实施。

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工作人员付友国说，民有

所呼，我必速应。让群众早日就近享受接种服务，让民

生难点变民生亮点，是财政部门为民服务的题中之义。

他们按照急事急办的原则，在省财政部门的全程业务指

导下，通过依法选择急需采购、变更采购方式，帮助项目

采购节省了共 47天的时间。

采购方式变更，加快了项目推进的速度，也节省了

财政资金。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省疾控中心采购的

国产二价 HPV 疫苗成交单价为 196 元，目前为全国最低

采购价，该项目采购预算为 4.94 亿元，中标金额为 3.23
亿元，节约资金 1.71亿元，资金节约率为 34.67%。

“我省 2023 年适龄女生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采购项

目，拟采购 164.8 万剂，预计为 82.4 万人次适龄女生免费

接种。”王茜说，“省财政厅‘特事特办’让民生项目实施

提了速，让主题教育答卷更有民生温度。”

8 月 3 日，省妇幼保健院九龙湖院区工作人员指

导孕妇免费领取出生缺陷防控服务电子券。

省财政厅工作人员在省妇幼保健院九龙湖院区

调研。

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是我省

今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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