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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財政
廳廳長彎海川表示，為了貫徹中央和自治

區黨委、人民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戰略部署，保
障民生資金支出需求，新疆財政在發展地方經
濟、做大財政蛋糕，爭取中央財政支持、擴大財
政收支規模，優化支出結構、集中財力辦大事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2009年-2011年，三年間
自治區通過地方財政增收、中央增加補助、多渠
道籌資，基本上都用在了民生事業建設。2011年
自治區財政用於民生方面的支出佔地方財政一般
預算支出的比重73%，比2010年提高2個百分點，
改善了天山南北各族民眾的生產條件，提高了各
族民眾的生活水平。
如果說以改善民生為導向的政策傾斜，目的是

為了「分好蛋糕」，讓各族民眾充分享受改革發
展帶來的成果，則其前提首先是要「做大蛋
糕」，即做好財政收入的穩步增長。
2011年是新疆財政收入取得新突破的一年。一年

多來，新疆各級財政部門按照自治區黨委、人民
政府的工作部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
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組織財政收入工作作為首
要任務，加強財政經濟形勢分析研判，及時採取應
對措施，確保應收盡收。堅持依法治稅，加強重
點稅源監控，嚴厲打擊偷、逃、騙、漏稅行為，
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加大非稅收入納入預算
管理力度，認真落實中央將教育收費以外的行政
性收費項目全部納入預算的政策。完善資源、資
產類非稅收入政策，挖掘非稅收入增長潛力，增
強政府財力統籌能力。同時，落實財政增收激勵
政策，調動各地、各部門組織收入積極性，使全
區財政收入取得大幅增長，實現歷史性突破。
據了解，2011年新疆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

44%，預計完成720.9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增長
49.8%，預計完成1038.8億元。全口徑財政收入增
長38.2%，預計完成1646億元。地方一般預算支
出增長34.4%，預計完成2282億元。

近年來，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以來，
新疆黨委、人民政府對農牧民的生產生活高度重
視，出台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自治區財政堅決貫徹
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決定，籌集大量資金對農
牧民的生產生活給予補貼。
據統計，2011年自治區直接對農牧民的補貼政策

48項，補貼達到263.7億元，比2010年增加147.5億
元，增長126.7%。按1100萬農牧民計算，人均享受
補助2397元，比上年增加1342元。
農村養老、醫療、低保各項補貼。2011年，自治

區對農牧民養老、醫療、低保等方面的補助共12
項，主要包括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補貼、新型農
牧區合作醫療補貼、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補貼、農村
五保供養補貼、農村醫療救助、農村臨時物價補
貼、農村80歲以上老年人生活和免費體檢補貼、農
村孤兒養育補貼、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農村
醫生補助、農村改廁補助、民政救災補助。自治區
本級財政共補助50.59億元，比2010年增加18.46億
元。
村幹部報酬、生活補貼。2011年，自治區對村幹

部補貼共7項，主要包括對5萬村幹部、2.4萬名鄉鎮
聯防隊員、14萬名村治保主任、3.8萬名村幹部
（「十戶長」）、 6.3萬名農村「四老」人員、村級動物
疫病防疫員、農村宗教人士。自治區本級財政共補
助4.9億元，比2010年增加2.4億元。
對農牧民生產生活補貼。2011年，自治區對農牧

民生產生活補貼共16大項，主要包括農作物良種補
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補助、退
耕還林補助、草原生態保護獎勵補助、畜牧良種補
貼、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保護價收購油料補
助、家電下鄉補助、汽車（摩托車）下鄉補助、農
戶科學儲糧補助、農村沼氣建設補助、農牧民危房
改造、設施農業（溫室大棚）、農業保險保費補
貼、高效節水補助等。自治區本級財政共補助
80.944億元，比2010年增加23.14億元。
農村中小學教育補貼。2011年，自治區對農村中

小學教育補貼共大7項，主要包括農村學前「雙語」
教育補助、免費提供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教科

書補助、農村小貧困家庭寄宿學生生活費補助、高
校（高職）獎學金助學金對農村學生的補助、自治
區人民政府助學金用於農村學生的補助、中等職業
學校農村籍學生助學金補助、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
庭困難學生免學費補助。自治區本級財政共補助
21.03億元，比2010年增加2.6億元。
農村計劃生育補助。2011年，自治區對農村計劃

生育補助共3大項，主要包括農村計劃生育獎勵扶
助、少生快富、特別扶助三項、農牧民計劃生育免
費手術補助、南疆三地州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邊境
縣貧困縣、農村少數民族人口佔50%的縣市計劃生
育家庭特殊獎勵制度補助。自治區本級財政共補助
7億元。
扶貧資金補貼。2011年，自治區對扶貧資金補貼

7.12億元。

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指出，民生問題不僅是重要
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保
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執政為民的體現，也是提高執
政能力的要求，改善民生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出
發點、落腳點和最終目的。為此，新疆黨委、政府
決定，2012年繼續開展「民生建設年」活動，惠民
政策不變、力度不減，適當完善、有所提升。他強
調，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
也是黨聯繫群眾重要的橋樑和紐帶。各級幹部要帶
深厚感情做好民生工作，要注重民生建設的連續

性、普惠性、基礎性、針對性，民生建設要注意統
籌兼顧、量力而行，上下結合、遠近結合，突出重
點，講求實效。 力解決當前基層群眾最期盼、最
迫切、最急需解決的重大民生問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財政廳廳

長彎海川要求新疆各級財政部門，要在自治區黨
委、人民政府的堅強領導下，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
一到中央和自治區黨委的決策部署上，堅定信心，
搶抓機遇，全力抓好各項工作落實。奮力開創新疆
跨越發展新局面，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
召開。

■新疆欣欣向榮的牧業 ■新疆農業資源開發取得巨大成就

■新疆昭蘇馬場「紅頂子」富民安居房

■美麗的烏魯木齊

政策是改善民生之源，財政乃保障民生之本。2011年，作為新疆黨委、政府確立的「民

生建設年」，新疆財政將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堅持預算安排優先考慮民

生、資金優先保障民生、新增財力向民生傾斜，確保各項民生政策落到實處。

■新疆改善中小學教學環境工程 ■新疆雙語幼兒園教育工程凸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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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友好路新姿

2011年，新疆黨委、政府確定了22類80項重點民生
實事工程，自治區財政共安排資金462.9億元。民生工
程的實施，開啟了新疆民生建設的新篇章，使改革發
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於民，讓各族群眾感受到了溫暖，
體驗到了幸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財政廳廳長

彎海川告訴記者，以保障和落實22項80類民生工程為
抓手，新疆財政充分調動一切財力，穩增長、惠民
生、促和諧，集中力量辦了一批群眾看得見、摸得
的大事、實事，踐行了自治區黨委、政府「讓老百姓
的生活充滿陽光、尊嚴、幸福和希望」的諾言⋯⋯

關鍵詞一 安居富民工程
「安居富民」工程是新疆黨委、政府2011年確定的

重點民生工程，主要是改善農村居民的居住條件、增
強農民住房抗震能力。據了解，2011年新疆共安排計
劃完成30萬戶農村安居富民工程建設任務，每戶建築
面積原則上不少於80平方米，保證水電氣、廚衛浴等
設施齊備，房屋內部功能齊全，附屬設施配套。項目
覆蓋全區各地，重點為經濟較為落後的南疆三地州。
2011年財政投入資金43.3億元。全區30萬戶，共計

120萬人受益。2011年初，自治區確定每戶補助2萬元
（其中：中央財政6000元，自治區財政4000元，援疆省
市1萬元）。
2011年底，自治區決定爭取中央補助每戶增加6000

元，自治區財政每戶增加4000元。同時對4.2萬戶邊境
農戶和1.3萬戶建築節能示範戶每戶增加2000元。
針對地縣籌資能力弱、農民自籌負擔重、銀行信貸

資金落實少等突出問題，新疆財政對列入農村低保對
象建房貸款，貼息年限最長達五年；對其他人員建房
貸款，貼息年限最長三年。

關鍵詞二 定居興牧工程
定居興牧工程是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2011年確定

的重點民生工程，主要是改善牧民的居住條件、提高
牧民的生活水平。
建設遊牧民定居房方面，規定每戶建築面積原則上

不少於80平方米，畜圈建設面積不少於80平方米。
據悉，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5.5億元。中央財政

每戶補助2.5萬元、自治區財政每戶補助5000元、援疆
省市每戶補助1萬元。2011年底自治區決定，申請中
央補助每戶增加1萬元，自治區補助每戶增加5000
元。自治區每戶增加補助5000元已落實，中央增加的
補助正在研究，目前實際每戶補助達4.5萬元。
數據顯示，全區1.585萬戶、7.1萬建房牧民受益，共

建設定居房126.8萬平方米，牲畜暖圈158.5萬平方米，
草料棚79.25萬平方米。
針對地縣籌資能力弱、農民自籌負擔重、銀行信貸

資金落實少等突出問題，新疆財政對列入農村低保對
象建房貸款，貼息年限最長達五年；對其他人員建房
貸款，貼息年限最長三年。
建設定居興牧水源工程方面，改善灌溉面積，為牧

民定居提供水利基礎設施條件。項目涉及伊犁、塔
城、阿勒泰、博州、昌吉、哈密、巴州7個地州25個
縣市的牧區。2011年財政投入資金3億元。項目已全
部開工建設，改善灌溉面積42.03萬畝，實現牧民定居
4979戶，受益人數19916人。

關鍵詞三 就業再就業工程
鞏固「零就業」家庭24小時動態清零成果。進一步

完善就業援助制度，建立長效幫扶機制，對「零就業」
家庭隨時發現，通過開發公益性崗位等途徑，實現24
小時內托底安置就業。項目覆蓋全區各地，惠及全部
「零就業」家庭。

做好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工作。全面落實就業各項政
策，基本解決2009年以前畢業的歷屆未就業大中專畢

業生的就業問題。項目覆蓋全區各地，惠及2009年前
畢業的未就業大中專畢業生近3萬人。
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大工作力度，落

實各項優惠政策，實現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180
萬人次。項目覆蓋全區各地。
組織開展農牧民技能培訓。加大農村富餘勞動力轉

移就業培訓工作力度，圍繞農業產前、產中、產後相
關環節開展農牧民培訓工作。項目覆蓋全區各地農牧
區。
以上四項工程，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20.09億

元。全區79.97萬人享受了公益性崗位補貼、社保補
貼、培訓補貼等。
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新疆城鎮新增就業再就業57

萬人，選派1.4萬名未就業高校畢業生赴對口援疆省市
培訓，6.58萬名2009年以前未就業大中專畢業生已實
現就業，累計消除零就業家庭4.2萬戶，農村富餘勞動
力248萬人（次）實現轉移就業，10.79萬公益性崗位
就業人員財政補貼標準不低於1000元。培訓農村勞動
力5萬人，人均財政補助410元。

關鍵詞四 住房保障工程
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包括新建廉租房、公共租賃

住房、改造城市棚戶區危舊住房、國有工礦棚戶區，

新建經濟適用住房。項目覆蓋全區各地。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95.32億元。廉租住房14.8

萬戶、45.88萬人受益；公共租賃住房 5.61萬戶、15.21
萬人受益；棚戶區改造解決部分居住在功能設施不
全、存在一定安全隱患居民自建房的家庭，住上了設
施齊全的樓房。

關鍵詞五 抗震防災工程
全面啟動中小學、醫院抗震加固改造工程，重點完

成中小學、醫院抗震加固改造任務。項目覆蓋全區各
地中小學校、醫院。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19.85億元。全年共完成

1905個項目、244萬平方米抗震防災工程建設任務。

關鍵詞六 城鄉社會保障提升工程
完善城鄉低保制度。進一步落實城鄉低保制度，確

保實現低保對象動態管理下的應保盡保；對低保家庭
中的大病、重病、殘疾、老年、「三無」、「五保」
等喪失勞動能力、無依無靠人員進行分類保障，實施
重點救助。建立城鄉救助信息平台，制定相應制度。
項目覆蓋全區各地低保對象。
提高城鄉低保對象保障標準。建立臨時救助制

度，提高困難群體的家庭生活水平，對在最低生活
保障和其他專項社會救助制度覆蓋範圍之外由於特
殊原因造成「支出性」生活困難的家庭給予及時救
助。項目覆蓋全區各地低保對象。
以上兩項工程，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39.7億

元。全區230萬城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
實施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建立「資助參保參合、門

診救助、住院救助、臨時救助和慈善救助」五位一體
的醫療救助機制，在將城鄉低保家庭成員和五保戶納
入醫療救助範圍的基礎上，逐步將其他經濟困難家庭
人員納入醫療救助範圍，進一步提高救助對象的救助
比例。項目覆蓋全區各地低保對象、五保戶及經濟困
難家庭人員。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5.9億元。全區292.97萬

（人次）城鄉困難群眾受益。
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範圍。擴大新型農

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範圍，進一步提高覆蓋面和參保
率。項目覆蓋未納入新農保試點範圍的縣市。2011年
財政投入資金7.17億元。全區490.58萬農牧民納入基本
養老保障範圍。
擴大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擴大城鎮社會保險覆蓋

面，提高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

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
生育保險參保人數。項目覆蓋各區各地城鎮。2011年
新疆財政投入資金1.33億元。新增27.49萬城鎮居民納
入基本養老保障範圍。

關鍵詞七 農村「暢通富民」工程
建設農村公路、鄉鎮客運站、行政村招呼站。改善

農村居民的通行條件。項目覆蓋44個鄉550個建制
村。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32.11億元。共修建農村公

路里程9582公里，實施農村公路項目1196個，實施渡
改橋及危橋改造項目63個，改善64個鄉鎮1136個建制
村、155.6萬農村居民的通行條件。

關鍵詞八 各族群眾生活質量提升工程
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改善農村居民飲水條件，

新建農村改水設施，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項目覆
蓋全區農村地區。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7.3億元。農村居民人均財

政補助556元、農村學校人均財政補助333元，改善了
120萬農村居民、15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條件，提
高了農村居民的生活生產條件。

加快戶用沼氣與沼氣集中供氣工程體系建設。新增
農村戶用沼氣、養殖小區沼氣工程、大中型沼氣工
程；新建農村沼氣村級服務網點，新增沼氣技術服務
能力。項目覆蓋全區各地農牧區，重點為南疆。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19395.7萬元。新增農村沼

氣用戶8.8萬戶，近40萬農村居民使用了清潔能源，改
善了生產生活條件。
提高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加快建設農村衛生廁

所，建設農村無害化衛生廁所，到2011年底全區農村
衛生廁所普及率達到52%。項目覆蓋全區13個地
（州、市）85個縣（市）。2011年財政投入資金7660萬
元，為全區12萬戶農戶每戶建設一座無害化衛生廁
所，每戶補助500元的標準，全區農村衛生廁所普及
率達52%，農村衛生條件得到有效改善。

關鍵詞九 扶貧開發和興邊富民工程
實施扶貧開發工程。實施貧困村整村推進規劃，

安排財政扶貧資金項目，支持貧困村生產發展、生
活改善、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等。實施南疆三地州
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開發規劃。項目重點覆
蓋全區貧困村。2011年財政扶貧資金12.07億元。主
要用於扶貧開發、邊境扶貧試點及特困山區村扶貧
工程建設，直接扶持18.32萬戶扶貧對象，受益人口
75.112萬人，覆蓋了441個貧困村，當中有26萬貧困
人口脫貧。
推進興邊富民行動。實施少數民族發展資金項目，

重點用於邊境縣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改善邊境地區農
牧民生產生活條件。項目覆蓋全區32個邊境縣市。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2億元。78054戶受益，受益
人口21395人。

關鍵詞十 教育保障工程
落實家庭經濟困難大中專學生助學金補助政策。按

時足額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大中專學生給予國家助學金
補助，對家庭經濟困難的普通高校、高等職校學生給
予自治區人民政府助學金補助，保障家庭經濟困難學
生順利就學。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加強監督檢查力
度，確保各項政策執行到位。項目覆蓋全區大中專、
普通高校和高職學校近3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5.5億元，19萬名家庭經濟困難

的大中專學生受益。有8萬名家庭經濟困難的普通高
校高等職校學生享受2000元的自治區人民政府助學金
補助。
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完善農村義務教

育經費保障機制，推進義務教育實現公平均衡發展，
按時足額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貧困寄宿生給予生活補
助和免費提供教科書。項目惠及全區農村牧區家庭經
濟困難的中小學生。
2011年財政投入資金23.6億元。對近30萬名農村家

庭經濟困難貧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補助，為231萬農村
和部分城市中小學生提供小學生免費教科書，對199
萬農村中小學生提供小學生公用經費補助。
落實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政策。免除

義務教育階段城市中小學生教育學雜費，保障義務教
育均衡發展。構建城市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維護
教育公平公正。項目惠及城市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
生。
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資金1.06億元。免除64萬多名

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小學生均144元、初中生均196元的
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繼續實施免費師範生教育。加大師範類人才培養力

度，組織實施好在校免費師範生的教育教學，免除師
範類專業學生學費、教材費、住宿費和實習支教等相
關費用。項目惠及全區師範生。2011年新疆財政投入
資金1.17億元。免除2.65萬名師範類專業學生學費、教
材費、住宿費和實習支教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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