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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山县2021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2 年 8 月在鲁山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5 次会议上

县审计局局长 冉栓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1 年度县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县审计局依法审计了2021年度县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2021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审计委员会

会议精神，聚焦主责主业，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重点进行了

2021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部门预算

执行情况审计、省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及改革推行情况、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情况、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管理情况及政府投资项目

审计等二十余个审计项目。查出违纪违规问题金额 3264.06 万

元，促进财政增收节支459.31万元、挽回和避免损失34.66万

元、促进资金拨付924.83万元，移送问题线索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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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表明：2021年,全县各部门能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县经济工

作会议决策部署，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在财政收

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

较好保障，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2021 年度县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3.95 亿元、支出

47.31 亿元,年终结余结转 6.64 亿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总收入 22.30 亿元、支出 15.15 亿元,年终结余 7.15 亿元。县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05 万元，支出 1034 万元,年终

结余 171 万元。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55 亿元、支

出 1.9 亿元，历年滚存结余 6.38 亿元。从审计情况看，县财

政局进一步健全财政管理机制，在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兜牢“三保”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保障和改

善民生方面积极作为，财政运行整体平稳。但在审计过程中也

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及时纠正和改进：

（一）县级财政管理情况

1.预算编制工作仍需进一步规范

一是预算编制不细化，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均未细化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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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目。二是部分预算项目编制不精准。如：县财政局下达

县医疗保障局预算项目“医保操作系统软件升级及办公经费”

40 万元；下达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居保系统专网

费用及工作经费”30 万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三是 25 家单

位 34 个预算项目 2020 年结余资金 4738.34 万元，2021 年初

未核减相关预算而继续向这些项目安排资金 5906.45 万元，当

年支付 210.50 万元，年终结转 5695.95 万元，结转率 96.44%。

2.预算执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预算收入未完成。（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未完成，

2021 年年初预算收入 18.82 亿元，当年实际完成 14.34 亿元，

为年初预算的 76%。（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完成。2021

年年初预算收入 3189 万元，当年实际完成 1010 万元，为年初

预算的 31.67%。二是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当年未及时下达，存

在跨年度下达的问题。如上级下达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其

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112.3 万元，森林防火 23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未下达到县林业局。三是预算资金支付计划批复不及时。

2021 年度县 32 个预算项目，预算指标下达后超过 90 天才批

复资金支付计划，涉及预算资金总计 1110.71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共计支付预算资金 542.69 万元。四是部分预算项目执

行率偏低。通过对县财政预算执行系统进行数据分析，2021

年全县 68 家预算单位 307 个预算项目执行率偏低或当年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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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07 个预算项目共安排资金 5.27 亿元，当年支出 1211.06

万元，预算执行率 2.3%。

3.非税收入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县财政局非税户土地专户暂存款 2021 年年底结余 1.25

亿元，均为以往年度公司缴入土地竞拍保证金等，长期未清理。

4.财政暂付款仍需加大清理力度

截至 2021 年底国库资金暂付款余额 9.18 亿元，为降低财

政资金运行风险,县财政局应制定清理计划逐步清理暂付款。

5.部门单位财务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会计业务培训工作

亟待加强

一是对国库支付业务数据分析时发现，存在各预算单位摘

要记录事实不清，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功能分类科目不准确、

随意性较大等现象。如公务接待费用记入办公费、培训费、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科目。二是部分基层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能

力薄弱，存在记账不完整、记账要素不全等现象。三是县财政

局未组织开展各预算单位会计从业人员培训工作。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进度缓慢

县自然资源局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合同金额

2869.33 万元，要求 2019 年底前全县农村不动产达到发证条

件。截至 2022 年 5 月底，该项工作已逾期两年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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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多头开户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管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在中国邮

政银行、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开设 2 个账户，截至 2021 年

3 月底余额分别为 750.76 万元，200.67 万元。

3.部门预算编制不科学、不精准

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年初预算5942万元，

支出决算345.1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8%；农田建设专项资

金，年初预算为2333万元，支出决算为439.9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18.86%；农业保险费补贴专项资金，年初预算1450万元，

支出决算为648.4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4.72%。

4.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不到位

县自然资源局2020-2021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年度主要任务共

26项，均未按要求进行绩效运行监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未开展。

5.质量保证金未及时退还 93.22 万元

县乡村振兴局以往年度收取的户用光伏建设项目质量保证金

40.26万元、下汤镇社会事务办公室2017-2020年度工程项目收取

的质量保证金52.96万元，截至2021年年底未退付相关企业。

二、重大项目和民生资金审计情况

根据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安排，对省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情

况、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及改革推进情况、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情况、惠民惠企财政补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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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卡通”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省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

1.拖欠定点筛查机构筛查费 222.78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县卫健委因结算不及时等原因，拖欠

县妇幼保健院“两癌”筛查费用 124.05 万元，产前筛查和新

生儿疾病筛查 98.73 万元。

2.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质量不达标

县健康安全小区楼房改造后外墙漆起包，工程质量不达标。

3.拖欠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工程款 152.45 万元

因拨付不及时，鲁山县 2020 年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拖欠河南省金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58 万元，河南华尧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57.87 万元。

4.农村教师周转房宿舍 2 个项目未开工

鲁山县2020年农村教师周转房宿舍省级预拨奖补项目2个，

计划投资200万元，涉及2所学校24套周转房。该项目资金于2020

年12月下达县教育体育局，截至2021年6月底，上述项目未开工。

5.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项目未开工

平顶山配电网 2021 年第二批新开工项目，涉及鲁山项目

32 个，新建改造配电变压器 33 台，新建改造 10KV 高压线路

6.74 千米，400 伏低压线路 7.21 千米，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上述项目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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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及改革推行情况

1.新建幼儿园未及时交付用

辛集第一中心幼儿园，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由于未取

得土地手续及选址问题影响工程进度，配套设施未完善，教学

设备未配齐等原因，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未交付使用。

2.2 所已停办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未吊销其办园许可证

梁洼镇七彩虹幼儿园、马楼乡小太阳幼儿园因年审不合格

等原因已停止教学活动，县教体局未及时吊销办园许可证。

3.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未进行特殊教育专业培训

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特殊教育专业较少，均未经过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特殊教育专业培训。

（三）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1.部分项目建设质量不达标

抽查县水利局熊背乡寺前村塘坝、溢洪道工程未按设计施

工，质量不达标。

2.村民住房重建资金闲置 161.6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县住建局闲置村民住房重建资金

161.64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87.5 万元，省级资金 74.14 万

元。

3.村民住房补助发放不到位 25.28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由于市、县配套资金不到位等原因，

县村民住房重建修缮类应发放未发放补助涉及 92 户共 11.04

万元；原址安置类应发放未发放补助涉及 16 户共 14.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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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情况

1.扶贫资产闲置未发挥效益，涉及资金 567.15 万元

仓头乡下仓头村、上仓头村、刘芳庄村3个食用菌种植大棚项

目共投入资金567.15万元，截至2021年6月底闲置未发挥效益。

2.应收未收扶贫产业项目租金 88.85 万元

张店乡、观音寺乡、梁洼镇等 9 个乡镇 30 个扶贫产业项

目租金缴纳不到位，应收未收扶贫产业项目租金 88.85 万元。

3.部分产业扶贫项目未发挥带贫绩效 41.40 万元

瓦屋镇、四棵树乡、张良镇 13 个产业扶贫项目效益不佳，

未发挥带贫绩效 41.40 万元。

4.建档立卡户公益岗位 3 人重岗多领取工资 1.19 万元

其中：瓦屋镇 1 人 0.09 万元，下汤镇 2 人 1.1 万元。

5.非建档立卡户担任公益岗位

瓦屋镇、辛集乡、下汤镇、尧山镇四个乡镇 7 人非建档立

卡户安排公益岗，共领取公益岗工资 0.63 万元。

6.赵村镇3户易地搬迁户已搬迁至安置小区，旧房未拆除

（五）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使用情况

1.社保卡激活率偏低，导致“一卡通”发放工作推进较慢

一是截至 2021 年年底，鲁山县社保卡发放量 97.61 万张，

由于发卡行网点少、外出务工人员多等原因影响信息录入，工

作进展慢，已激活 31.49 万张，激活率 32.26%。二是“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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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放项目、资金比例偏低。鲁山县补贴政策清单涉及补贴

项目 45 项，2021 年下半年发放补贴资金 573.12 万元，其中

通过“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 1 项（农机补贴）138.46 万元，

占发放数的 24.16%。

2.为已死亡人员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县卫健委为已亡故的吴某、邢某、徐某等 6 人发放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 1800 元。县农业农村局为已亡故的任某

发放耕地地力补贴 462 元。

3.补贴资金拨付不到位 524.32 万元

上级下达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221.2 万元、省

级森林生态效益基金 112.4 万元、交通运输业成品油价格补

贴资金 190.72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上述资金未拨付到相关

单位。

（六）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归集 1.48 亿元，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未以物业管理区域为

单位设账，未按房屋门号设分户账；二是业主缴存维修资金利

息未按规定结存到户；三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

值收益和结存情况未按规定进行公示。

三、国有粮食企业审计情况

受县纪委委托，对县瑞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永信粮油购销有

限公司等5家国有粮食企业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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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信公司：一是公款私存 878.49 万元；二是欠缴社会

保险费 33.4 万元；三是股东擅自抽逃出资 17 万元；四是漏缴

企业所得税 1.57 万元。

2.瑞丰公司：一是轮换粮食差价收入 215.37 万元应缴未

缴县财政；二是资产管理混乱，违规借款给县粮食局（现县粮

食和物资储备服务中心）66.07 万元；违规支付县粮食局职工

体检费 1.91 万元。

3.5 家粮油购销公司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普遍存在原始

凭证不合规、现金管理不规范、会计核算不准确等问题。

四、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按照县委的要求，依法加强对我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

计监督。对我县瀼河乡、董周乡、库区乡等 6 个乡镇 2019 年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进行了工程决算审计。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是未按图纸施工、监理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督责

任、项目决算未经财政部门审查等问题，涉及资金 112.12 万

元；工程质量不合格问题，涉及资金 32.61 万元。通过审计收

回财政资金 112.12 万元并上缴县财政，对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进行重建整改 32.61 万元，并对涉及的业主单位、监理公司、

施工企业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处罚。

五、审计移送违法违纪违规问题线索情况

今年以来，审计项目共发现并向纪委、监委移送违纪违规

问题线索 7 起。主要表现形式为资金损失、公款私存、挪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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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等。如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私自与其他企业签订协议书

降低已挂拍成效的粮食价格、无缘由返还出库费，造成企业损

失 26.43 万元；某乡会计以票据丢失为由造成财政资金损失 4

万元；某局挪用贫困户宣传体检费用于弥补人员经费不足等。

六、审计建议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提高部门预算质量。建议财

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预算定额标准体系，加强对部门预算编制

过程的业务指导和编制结果的审核把关；部门预算单位要加强

科学分析、准确预测。既要充分反映本部门各项业务所需资金，

又要考虑财力可能，准确把握部门工作重点，统筹安排，提高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可靠性。

（二）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预算编制体制和制度。财政部

门要进一步修改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制度，适时制定和完善预算

执行奖惩办法，督促部门严格执行县人大年初批准的预算；各

预算单位要制定和完善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预算编制

和执行管理，保证部门编制收支预算的完整性，使预算编制更

加精确化、科学化。

（三）加强培训，提高单位预算执行管理水平。财政部

门要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加强财政管

理基础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提高财务干部政策水平和工作能

力，全力推动全县财政工作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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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民生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发挥应有效益。进

一步完善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为强化管理和监

督提供必要条件，提升监管合力，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关

键环节进行监管。

报告反映的问题正在得到整改和纠正，已整改到位 19 项，

对涉嫌违纪违法线索，已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查处。下

一步，审计局将依法继续跟踪整改结果，详细情况按要求于年

底前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做好

各项审计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

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工作，立足监督，强化服务，为建设生态文化美丽富强新鲁山作

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