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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刚察县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

的说明

一、2025 年财政工作总体要求

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州县委全会的安排部署，紧紧围绕州委

“243”发展布局和县委“1136”工作思路，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

统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防范化解风

险，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能，促进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

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二、2025 年预算编制原则

2025 年预算编制中，我们坚持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作为重点方

向，把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作为预算工作的长期方针，把全面

实施零基预算作为预算管理的重要举措，把保障刚性重点指

出作为预算安排的优先顺序，把管好用好财政资金作为预算

编制的底线要求，继续将“稳”的基调、“紧”的节奏、“

严”的要求贯彻预算编制的全过程各方面，预算的科学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有效提高。

三、2025 年收支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2025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

排 17000 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 480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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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补助收入 84964 万元，提前下达省专项 35297 万元，上年

结转收入 2023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928 万元，

收入总计 215228 万元，减去体制上解支出 1638 万元，安排

债务还本支出 1400 万元，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2190 万

元。“三保”预算安排情况。根据“三保”支出县级财政

保障范围和标准，2025 年“三保”支出预算 62929 万元，

其中“保工资”44661 万元、“保运转”4274 万元、“保基本

民生”13994 万元。将“三保”支出作为预算编制的重点予

以优先保障，做到足额编列、不留缺口。预备费安排情况。

2025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15228 万元，其中

安排预备费 4000 万元，比例达到 1.86%。用于当年预算执

行中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

的开支。“三公”经费、安排情况。2025 年“三公”经费

预算安排 871 万元，较上年预算压减 0.11%，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74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26 万元。

四、全县预算草案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17000 万元，加

上省厅下达返还性收入 480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2545 万元、黄河流域资金 1285 万元、下划税务基数 1134

万元，截至目前提前下达省专项 3529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52928 万元（含上级专项 27006 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20230 万元，总收入预计 215228 万元。扣除体制上解

支出 163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400 万元，安排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12190 万元。

“三保”预算安排情况。根据“三保”支出县级财政

保障范围和标准，2025 年“三保”支出预算 629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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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保工资”44661 万元、“保运转”4274 万元、“保基本

民生”13994 万元。将“三保”支出作为预算编制的重点予

以优先保障，做到足额编列、不留缺口。

县级项目安排 53177 万元（含股室预留资金 16640 万元）

、财政代编安排 19828 万元，保工资安排 44667 万元、保运

转安排 4274 万元，编制外人员工资及社保类资金安排 7711

万元，共安排自有财力 129657 万元，收支平衡。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5 年政府性基金本级预算收入 1800 万元，加上提前

下达省专项 306 万元、上年结转 2847 万元，收入合计 4953

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953 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5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078 万元，支出 1288

万元。当年结余 79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0516 万元。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 万元，加上上年

结转 2 万元，收入合计 3 万元。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 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八、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2025 年财政转移性收入合计 125070 万元。支付安排如

下：一是返还性收入 4809 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

入 108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76 万元、增值

税税收返还收入 377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收入 4,248 万元。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9351 万元。

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35709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 8389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98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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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数额补助 20385 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9388 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 1850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565 万元、国防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 990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23 万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4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157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1364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 607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622 万元、交

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73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109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15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351 万元。三是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 91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3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5 万元、文化体育传媒支出 8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 万元、医疗卫生健康支出 123 万元、

农林水支出 381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258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 万元。

九、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情况说明

根据政府债务偿还计划，2024 年预计应偿还政府债务

本息 3500 万元，其中：债券利息安排 2100 万元，安排债券

还本 1400 万元。为有效化解债务风险，确保财政健康平稳

运行。

十、绩效目标设定的情况说明

2025 年通过“二上二下”程序，将绩效目标编制与部

门预算同步安排，同步批复。按照“全覆盖”原则，纳入本

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项目 692 个，涉及金额 28801

万元，实现申报绩效目标编制内容完整、要素关联、指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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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细化量化。

十一、2024 年财政重点工作

坚持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遵循“统筹兼顾、

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公正透明、突出重点、收支平衡”的

原则，持续改善民生，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更多资金集中到全县发展大计，坚

定不移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聚焦改革创新全力以赴促增长

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把保护生态作为第一责

任，聚焦乡村振兴、“三大产业体系”建设、生态保护、财

源培植、市场主体培育等，精准高效支持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围绕强产业增动能以培育产业为抓手制定出台培育

产业建设的财税政策措施；以生态保护底线，统筹资金支持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开展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治理，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提升，支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动全县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巩固提升。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全力支持三大产业

体系延链补链的招商引资工作，推动全县招商引资提质增效，

以金融服务促发展，加强政银企对接，建立重点企业、重点

行业、重点项目清单，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产业发展；以国

企改革为重点推动企业整合重组及转型升级，提升国有企业

整体盈利水平。坚守收入组织原则，加强经济形势研判和收

入预期管理，充分挖掘税收增长潜力，完善收入调度机制，

加大税收调研力度，查找征管薄弱环节，研究应对举措，强

化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确保“十四五”收支工作圆满收官。

（二）聚焦重点支出全力以赴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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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小钱花的小气、大钱花的大方，将有限财力统筹向

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关键领域与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等关键环节倾斜，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

调，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就业创业、优抚安置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支出，

做好特殊群体兜底，切实提高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力支

持保障高质量农牧业发展、高质量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旅

游服务“三大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大对生态文明高地、

产业“四地”等重点领域投入力度。

（三）聚焦监督检查全力以赴强基础

继续实施零基预算改革，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

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财政统筹安排预算、统一分

配资金的能力；提高财政运行监测能力，严格“三保”预算

执行、库款保障各环节管理，压实预算审核、执行监测、监

管责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杜绝搞“政绩工程、面子工

程和形象工程”，集中精力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持

续强化政府债券管理，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用足用好各类

政策资源，通过增收节支、盘活资产等方式化解地方债务风

险，真正做到既压降债务、又稳定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继续开展巡视、审计反馈和各类检查发现

问题整改工作，推动财会监督与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

调。

（四）聚焦风险防控全力以赴保稳定

强化财政资源、支出政策、绩效管理三大统筹，进一步

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和细化下达率，将更多资金落实到具体

项目，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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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存量资金清理工作，清理无效、低效资金，坚决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持续强化债券资金支出管理，

全流程跟踪债券资金使用情况，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债券资金“专款专用”效益，同时，

确保到期债务不违约、不发生舆情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