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海 省 财 政 厅
青 海 省 乡 村 振 兴 局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青 海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青 海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文件

青财农字 (2021〕 821号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乡村振兴局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 《青海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局 )、 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 :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 强过渡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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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进一步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了 《青海省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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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

强过渡期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根据 《预算法》

规定,参 照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 (2021〕 19号 ),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以 下简称为衔

接资金)包 括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补助资金。

第二章 资金使用

第三条 衔接资金应优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求 ,

兼顾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其他 目标任务。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重点用于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 占比。

第四条 衔接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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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加 强监测预警 ,

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

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

动态监测 (以 下简称
“
监测帮挟对象

”
),强 化及时帮扶 ,对监测

帮扶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措施。对监测发

现返贫致贫风险,且具各产业发展能力的监测帮扶对象,可安排

产业发展、小额信贷贴息、生产经营和劳务技能培训、公益岗位

补助等支出。对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临时救助等综合保障措

施,通过原资金渠道支持。监测预警工作经费通过各级部门预算

安排。

新型经营主体
“
十三五

”
期间承贷的发展生产贷款 ,省 级

财政衔接资金接续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贴息,贴 息累计不超

过 2年 。

2.“ 十三五
”

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挟持。支持实施带动

搬迁群众发展的项 目,对集中安置区聘用搬迁群众的公共服务岗

位和
“
一站式

”
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费用予以适 当补助 ,

补助比例不得超过项 目总投入的50%。 易地扶贫搬迁后扶产业

发展纳入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范围。

3.支持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外出务工脱贫劳动力 (含监

测帮挟对象)跨省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可适当安排一次性交

通补助 ,其 标准不得高于 1000元 。返 乡在 乡务工脱贫劳动力

(含监测帮扶对象)稳 岗就业,可 给予生产奖补、劳务补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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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车间建设所需经费原则上由企业负担 ,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以工代赈项 目优先安排脱贫户 (含 监测帮扶对象)就 业务工
,

促进其增收致富。中央衔接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 (含 监

测帮挟对象家庭) 
“
两后生

”
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给予补助。

省级衔接资金对
“
十三五”

期间入学的脱贫家庭学生接受大专、

本科教育给予补助。

(二 )支持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

1.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支持藏羊、牦牛、

油菜、青稞、枸杞、冷水鱼、马铃薯、藜麦等特色优势农畜产品

生产、产业链条延伸、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主要包

括种质基地建设、特色优 良品种繁育、优势品种提纯复壮、
“
绿

色有机输出地 品牌
”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建设、地理标志农产畜品认证与创建、生产奖补激励、

科技创新等。推动产销对接和消费帮扶 ,解决农畜产品
“
卖难

”

问题 ,主要包括农副产品集散地建设、农畜产品加工车间建设、

农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农畜产品展销、农畜产品宣传推广、电

商平台建设、农畜产品销售奖补等。支持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主要包括农牧业产业配套道路和水利设施,以 及以先建

后补、以奖代补、贴费贴息等方式适当支持农畜产品分选及初加

工项 目和鲜活农畜产品产地仓储、冷链等设施建设。支持脱贫村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除以上投向外,省 级财政衔接资金在做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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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可适当支持民族手工业、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休闲

观光农牧业等带动农牧民增收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2.补 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

设短板。主要包括农村公共厕所、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垃圾清

运、村容村貌改善等小型公益性生活设施;村 (组 )通硬化路 ,

通村公路和村内主干道连接 ,防 洪、灌溉和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等水、电、路、网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教育、卫生、养老服

务、文化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原资金渠道支持。

3.中 央财政衔接资金可用于支持实施人 口较少 民族发展、

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寨发展、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边销茶 ,

以工代赈项 目,欠 发达国有农场和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发展。

(三 )其他相关支出。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其他相关支出。

第五条 省级财政按规定使用衔接资金对
“
十三五”

期间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内的易地挟贫搬迁贷款和调整规范后的地方政

府债券进行还本付息。

第六条 衔接资金项 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县级要依托省

级相关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因 地制宜建立完善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 目库,严格项 目论证入库,科 学合理安排使

用资金 ,做到资金到位即可实施。衔接资金支持的项 目原则上要

从项 目库选择 ,且符合本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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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县级统筹用于支持非贫困村发展产业、补齐必要的

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县级乡村振兴规划相关项 目的中央财政衔接资

金不得超过中央资金到县总规模的30%。

第八条 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方面 :

(一 )单位基本支出 ;

(二 )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各的购置和维修养护 ;

(三 )修建楼堂馆所 ;

(四 )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

(五 )偿还债务 (除本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外)和垫资 ;

(六 )设立基金和风险防控池 ;

(七 )购 买保险 ;

(八 )其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无

关的支出。

第九条 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项 目,执行政府采购相关

规定。符合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落实财政支持贫困村微小型项

目由村级组织 自建 自营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 办库 〔2019)75

号)文件规定的村级微小型项 目可按照村民民主议事方式直接

委托村级组织自建 自营。

第十条 符合 《关于村庄建设项 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指导意

见》 (发 改农经 〔2o2o)1337号 )规定的项目,施行简易审批。

第+一条 省级每年提取不超过 1%的 衔接资金作为项 目管

理费,按 因素法测算分配到县级使用。测算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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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衔接资金到县规模、上年度统筹整合资金支出情况、县级项

目管理费安排情况等。项 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 目前期设计、评

审、招标、监理、绩效评价等与项 目管理相关的支出,不 得用于

第八条规定的负面清单范围。

第十二条 衔接资金按照我省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相关

规定执行。

第三章 资金分配

第十三条 中央衔接资金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

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进行分配。省级衔接资金按照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进行分配。

第十四条 衔接资金通过 因素法测算分配,并进行综合平

衡。主要因素和权重为:相 关人群数量及结构 30%、 相关人群

收入 30%、 政策因素 30%、 绩效等考核结果 10%。 各项任务按

照上述因素分别确定具体测算指标 ,包 含但不限于:监 测帮扶对

象数量、县级财力情况、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农林场

因素、政策 因素、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 因素、灾害因素

等。每年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分配因素及权重。

第十五条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拨付下达后 ,由 省财政厅函告

省级乡村振兴、发展改革、民宗委、农业农村、林草等行业主管

部门。行业主管部 门根据职责分工,在 中央文件印发之 日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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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确定资金分配建议方案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根据预算管理

要求及相关政策规定 ,结合行业主管部门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研究

确定分配方案 ,将衔接资金于 30日 内下达各地 ,并 抄送财政部

青海监管局。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由省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厅根据职责分

工,提 出分配建议方案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根据预算管理要

求、年度预算安排 ,结合行业主管部门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研究确

定分配方案,将衔接资金预算下达各地、各相关单位 ,并抄送财

政部青海监管局。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和乡村振兴、发展改革、民宗委、农业

农村、林草等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履行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

(一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审核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和下达资金 ,指 导各级 乡村振兴、发展改革、民宗委、农业农

村、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 (以 下简称行业主管部门)及地方加

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 ;

(二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提出资金分配 (使用)建议方

案、开展资金和项 目监督管理、确定绩效 目标、实施绩效管理等

具体工作 ,按 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

第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对衔接资金使用管

理情况开展监管。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配合审计、财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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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检察机关做好衔接资金和项 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 ,加

强监管工作衔接和整合 ,提升监管效能。

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资金政

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接 受

社会监督。

(一 )省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对衔接资金分配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开,在 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

(二 )各县 (市 、区)对衔接资金项 目安排和资金分配情况

在实施乡镇、村、项 目实施点及同级媒体 (或 政府 网站)进行

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各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部门牵头,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对衔接资金使用及支付进度汇总,并逐级上报 ,每

季度结束后的5个工作 日内向省财政厅报各。

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衔接资金的监

管,强化预算执行管理 ,对结余、结转资金按照存量资金相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部门要根据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需要及财力情况 ,

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 的本级衔接资金 ,保 持投入力度 总体

稳定。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衔接

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 ,以 及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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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

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市 (州 )、 县 (市 、区)根据本办法,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送省财政厅各案。

第二十四条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扶贫开发局 青海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青海省农牧

厅 青海省林业厅关于印发 〈青海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青 财农字 〔2017〕 925号 ) 自本办法施行之 日起

废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1年 7月 1日 起施行,由 省财政

厅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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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青海监管局,本厅监督评价局,存档。

青海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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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