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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市黔江区 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重庆市黔江区 2024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5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

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年来，全区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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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区人大、区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稳进增

效、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工作导向，持续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全力稳增长、惠民生、保重点、防风险、促改革，财政

运行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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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区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2545 万元，增长 19.7 %，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0.1%。其中：税收收入 187557 万元，增长 0.2 %；非

税收入 224988 万元，增长 43%。加上级补助收入 406865 万元、

区域间转移支付收入 40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13200 万元、上年

结转 175837 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 13298 万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000 万元、调入资金 19037 万元，收入总

计 1171182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96366 万元，增长 3%。加上解支出

21543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03341 万元、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万元、结转下年 139932 万元，支出总计

1171182 万元。

2.区级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区一致。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0176 万元，增长 5.3%。加上解支

出 21543 万元、补助乡镇支出 6619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10334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万元、结转

下年 139932 万元，支出总计 117118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4937 万元，下降 14.7 %，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0.8%。加上级补助收入 4995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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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00 万元、上年结转 51466 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余

1177 万元，收入总计 569833 万元。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2729 万元，增长 34.1%。加上解

支出 8335 万元、调出资金 903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231877 万元、结转下年 57855 万元，支出总计 569833 万元。

2.区级

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全区一致。

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0860 万元，增长 36.2 %。加上

解支出 8335 万元、补助乡镇支出 1869 万元、调出资金 9037 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31877 万元、结转下年 57855

万元，支出总计 56983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869 万元，下降 82.1%，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0.4%。加上级补助收入 97 万元、上年结转 3688 万

元，收入总计 17654 万元。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888 万元，下降 19.6%。加调出

资金 10000 万元、结转下年 3766 万元，支出总计 17654 万元。

2.区级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与全区一致。

（四）重点报告事项

1.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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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额和结构。市财政局核定我区 2024 年政府债务限额

256.0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6.0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29.98 亿元。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256.0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

额 126.04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29.98 亿元。

（2）使用情况。2024 年到位债券资金 45.55 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2.66 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武陵山区域医疗中心

等 38 个项目建设；专项债券 2 亿元，支持渝东南再生资源、石

城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农村供水重点水源工程 3 个项目建设；补

充政府性基金财力新增专项债券 9.16 亿元，用于偿还存量政府隐

性债务本金；再融资债券 31.73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

金 14.13 亿元、存量政府隐性债务本金 17.6 亿元。

（3）偿还情况。全年安排政府债务还本付息付费支出 21.66

亿元，其中：还本支出 14.47 亿元，付息付费支出 7.19 亿元。

总的来看，全区政府债券资金依法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按时

足额还本付息，没有出现偿付风险；政府债务余额在限额之内，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

2.预备费动用情况

区级预算安排预备费 9000 万元。年度执行中动用预备费 133

万元，主要是水利救灾 100 万元、避险搬迁 33 万元；剩余 8867

万元按规定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2024 年财政工作情况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加强收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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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政策“组合拳”。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认真

落实财税支持政策，综合运用财政奖补、融资担保降费等方式助

推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全年兑现产业扶持资金 3.5 亿元，撬动金

融机构发放融资担保、创业担保、知识价值信用等惠企贷款 3.6

亿元，财政贷款贴息 1847 万元，提供应急转贷周转资金 1622 万

元，授予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合同金额 5 亿元，有力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强化协同抓增收。树牢全区“一盘棋”思想，紧盯全年收入

预期，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实行“专班推进、定期研究、密集调

度”，加强财政收入形势分析研判，全面摸排区内重点税源、欠

税等情况，充分挖掘增收潜力，完善征管措施，堵塞收入漏洞，

严格依法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40

亿元，有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争资争项助发展。始终把向上争资作为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的

重要途径，强化政策研判，加强项目储备，压实争资责任，优化

激励机制，积极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新

增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全年到位各类上级资金 77 亿元，为我

区教育、医疗、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供了

有力保障。

（二）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全区投入 15.2 亿元，支持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提高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兑现各



— 6 —

类学生资助政策 6754 万元，惠及学生 11.1 万人次。落实农村营

养改善资金 3163 万元，惠及学生 2.7 万人。提高学前教育阶段公

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障各阶段生均公用经费等运转经

费 1.7 亿元。支持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薪酬待遇 9.7 亿元，

开展各项专业培训 2.2 万人次。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支持引进重

庆八中优质教育资源，安排 2.8 亿元，改扩建中央公园幼儿园、

人民小学学生食堂、实验中学学生食堂等项目，建成投用武陵中

学学生宿舍、新华中学科技楼等项目。

提升卫生健康服务。全区投入 9 亿元，强化群众医疗卫生服

务保障。安排 1.8 亿元，加快实施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

范项目，推进公立医院医疗能力提升，支持区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建设。安排 2.3 亿元，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发展，支持中

医药、公共卫生等机构能力建设，支持中心医院重点学科专科、

医学科研和医学人才培养等发展。安排 4.9 亿元，保障机关事业

单位医疗保险，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财政补助标准，落实计划生育奖特扶、医疗救助、资助困难对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政策。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全区投入 9.8 亿元，落实好就业优先和

社会保障政策。安排 1.2 亿元，坚持就业优先，强化就业创业服

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创业

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政策。安排 5.6 亿元，落实养老保险、职业

年金等社会保险政策。安排 3 亿元，夯实民生保障服务，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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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农村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每月 750

元、610 元、975 元，落实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残疾

人两项补贴、退役安置等政策，有力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烈士陵园新建项目建成投用，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等民生实事项目。

推进文体事业发展。全区投入 1 亿元，支持优化公共文体服

务。安排 2274 万元，实施文体惠民工程，完成正阳街道综合运

动场、水市镇青少年运动场等体育场地建设，建成投用应急广播

系统、水车坪长征文化公园等项目。安排 7726 万元，支持举办

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事、第 26 届“民族团结杯”渝鄂湘黔边区

篮球赛等活动，参加市七运会、亚洲跳绳锦标赛，新建金鸡书院

等文化场馆，提档升级“三馆一中心”网络，支持第四次文物普

查，推进武陵山（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

（三）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持续加强重点保障

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全区投入 6.1 亿元，持续强化城市功能。

安排 2.8 亿元，推进“通道”建设，打造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新开黔江至万州、梁平、永川 3 条通用航空快线；渝厦高铁重庆

东至黔江段全线铺轨贯通，高铁站房完工投用；持续提档升级区

内干线路网，续建“四改三”项目 95 公里；实施城市更新提升

行动计划，完成 79 个老旧小区改造。安排 1.6 亿元，加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支持打好“治气”“治水”“治废”攻坚战，完工

投用 14 座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实现全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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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区投入 12.6 亿元，支持现代化农业产

业发展。统筹安排衔接资金 2.5 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防止规模性返贫。全力打造太极重点帮

扶镇、石会市级示范镇。安排 2.4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改造，

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惠农补贴政策，守牢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安排 2.1 亿元，扶持生猪、蚕桑等特色

农业产业，培育农产品加工经营主体，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4

家。安排水利资金 5.2 亿元，推进陈家寨水库、茶园水库等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完善农村供水设施，提升饮用水水质。安排 4000

万元，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和长江十年禁渔规定，

实施生态综合治理。

助力产业体系建设。全区投入 3.7 亿元，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安排 2.6 亿元，支持高新区围绕“一主两特一支撑”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聚焦铝加工、玻纤两大产业链，支持打造现代制

造业集群，20 万吨玻纤项目达产稳产，年产 50 万吨再生铝及铝

加工项目签约落地。支持食品农产品加工、卷烟及配套项目招引

与产业升级，全力做好烟厂易地技改项目服务保障，助力卷烟产

业提质增效。安排 9732 万元，支持渝东南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

地建设，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清洁生产、固废综合利用，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安排 1143 万元，支持县域商业体系和生活必需

品保供能力提升建设，建好用好农特产品网销平台，有效提升“山

韵黔江”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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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全区投入 6497 万元，激发科技创新活

力。兑现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深入实施“双倍增”行动

计划，获批高新技术企业 28 家，新培育科技型企业 241 家。新

增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市级科普基地 1 家。支持开展“双

创”比赛和成果转化活动 6 场，发布科技成果 50 余项、促成技

术合作 5 项，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新突破，“山区水库病害精准识

别与生态防治关键技术”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奋力推动财政改革，不断提升管理质效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从严编制预算，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

破支出固化格局。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制定“禁、压、

控、退、统”5 个方面过紧日子具体措施，压降公用经费 5%，统

筹盘活存量资金及上级资金 5 亿元，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深入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化开展绩效运行监控、自评和重点绩效评

价，不断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机制。推进财

政体制改革，优化完善高新区财政体制，分层级目标确定收入分

享比例，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深化国有资产盘活。建立“1+3+4+N”盘活保障体系，数字

化整合各单位信息资源，分类制定盘活措施，盘活存量国有资产

220 宗 110.9 亿元，盘活回收资金 189 笔 35.3 亿元，完成 402 宗

房屋土地账外资产核算入账、177 宗符合确权条件的房屋土地资

产权属登记、90 个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和 23 宗经营

性资产统一归并划转，建成“公物仓在线”应用系统，国有资产



— 10 —

管理逐步规范化、精细化。

“数字”赋能提质增效。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打造“一

网统管、一屏统览、一键追踪、一体监督”的“财政智管”应用，

实行电子化支付全生命周期管理、政府采购电子招投标全流程

“网上通办”、惠农惠民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重点专

项资金全链条监管，形成完整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报告、

运行监测等业务闭环，进一步提升财政整体智治水平，提升预算

管理质效。

（五）牢固树立底线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风险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全力争取国市化债政策支持，加大再融

资债券资金置换力度，千方百计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持续巩固“脱

红”成果，压降高息、非标债务规模，年节约利息 4 亿元，债务

结构持续优化，债务风险显著降低。强化金融支持化债力度，稳

妥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加强债务风险日常监测预警，未发

生新增政府隐债行为，未发生债务违约事件，有力保障政府信用

安全。

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优先，建立健全“三

保”全链条全过程管理机制，加强“三保”预算审核，动态监测、

分析执行情况，及时处置预警信息。完善工资专户管理机制，坚

持专款专用。完善库款保障措施，制定《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资

金支付管理办法》，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管、库款动态监测

机制，做到日监控、周研判、月调度，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 11 —

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全区投入 5.1 亿元，坚决守好安全

发展底线。安排 2.6 亿元，支持政法部门执法办案、维稳处突，

推进全民反诈、打击跨境赌博等专项行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安保、常态化扫黑除恶、“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等重要任务，支持城东街道、濯水镇等 4 个乡镇（街道）

平安法治建设，夯实“平安黔江”建设成果。安排 2.5 亿元，用

于“7.12”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和重建，支持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

管理能力提升，保障灾害风险防治、应急管理及消防事务支出。

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健全完善财会监督同纪检监察、巡察、

审计、统计监督贯通协同工作机制，深入开展财经秩序专项整治，

重点围绕违规出台财税优惠政策招商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管理等两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对 20 个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监督

检查。开展 2023 年财会监督发现问题“回头看”，扎实推进巡

视巡察、审计问题整改，将财会监督与推进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

和膳食经费管理、惠民惠农政策落实、殡葬领域腐败乱象等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健全完善 6 项制度，

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经秩序。

三、落实区人大预算决议和服务代表委员情况

（一）严格执行区人大决议决定。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认真落实《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重庆市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和区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认真执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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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财政收支预算，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保障

财政平稳运行。

（二）主动接受监督。自觉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

主监督，按程序向区人大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政

协主席会议报告预算执行、预算调整、政府性债务管理、国有资

产管理等情况，并按照审议意见持续加强和改进财政管理工作。

（三）认真办理代表建议、委员提案。高度重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成立专班明确专人负责建议提案办

理，通过电话、座谈、调研等方式主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

通交流，及时反馈办理情况，确保件件有答复、件件有落实。全

年共办理代表建议、委员提案 85 件，满意度 100%。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区财政主动作为、真抓实干，较好

地服务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财政运行还面临收支矛盾突出、财政管理改革不深入、运行风

险不断累积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

委员的意见建议，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四、2025 年财政工作安排

2025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是我区建设渝鄂湘

黔边际区域中心城市的起势之年。全区财政工作将牢固树立“大

财政”理念，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

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突出稳进增效、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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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富民工作导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盯重点项目、重点工

作、重大活动、亮点工作“四张清单”，聚焦“两高地一中心一

门户一示范”建设，统筹做好增收节支、民生保障、风险防范、

改革管理、财会监督等各项财政工作，努力为建设渝鄂湘黔边际

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财政力量。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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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市委六届六次全会、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区委五届

七次全会、区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奋力建设渝鄂湘黔边际区域中

心城市为统领，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抢抓国家超常规宏观

政策机遇，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提高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

势，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

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2025 年财政重点工作

1.统筹财政资源，全力以赴稳增长。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加大重点税源培植力度，助力市场迸发更大发展活力，积

蓄增收后劲。围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的预期目标，持续

发挥财税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建立分行业、分领域收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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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班，加强重点环节税收征管，强化非税项目动态跟踪，努力推

动财政收入实现合理增长。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和一揽子增量

政策“窗口期”，针对性地做实做细政策梳理与项目储备，优化

激励机制，最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倾斜支持，持续增强重

点领域资金保障能力。

2.加强支出保障，集中财力强支撑。坚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

持续加强“三公”经费管控，大力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从

严从紧控制预算追加。建立支出分类保障机制，结合刚性需求按

轻重缓急合理安排项目支出时序，及时收回沉淀、结转结余资金，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紧扣区委五届七次全

会明确的“3 张清单、145 项改革项目”，充分发挥专项债、专

项资金作用，统筹财政资源加强基本民生政策落实和重点领域支

出保障，积极助推渝鄂湘黔边际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全面落实国市债

务管控决策部署，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实施全口

径地方债务监测，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等增量化债政策支持，持

续优化债务结构，推动债务成本稳步下降。全力做好法定债务还

本付息接续工作，坚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坚决守住不发生

区域性风险底线。严格落实库款保障机制，综合考量预算安排、

库款余额和项目实施进度，区分轻重缓急拨付资金，保障重点领

域和重要时点库款需要。强化对财政资金拨付全过程监控，提高

风险预警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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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财政治理提质增效。推行以分税制为

主体的财政体制改革，理顺权责关系，划清收支范围，严格激励

约束。持续跟踪对接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争取倾斜支持。加大

市场化方式盘活国有资产力度，持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健全完善预算管理事前绩

效评估机制，抓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绩效结果与当年预

算执行和次年预算安排挂钩，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确

保有效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全面提

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和效率。

五、2025 年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全区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441430 万元，增长 7%。其中：

税收收入 196935 万元，增长 5%；非税收入 244495 万元，增长

8.7%。加上级补助收入 29540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32570 万元、

上年结转 13993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万元、调

入资金 10000 万元，收入总计 1029332 万元。支出安排 857732

万元。加上解支出 230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8600

万元，支出总计 1029332 万元。

2.区级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区一致。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807251 万元。加上解支出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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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补助乡镇支出 5048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8600 万元，支出总计 1029332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

要用于以下方面：

——教育支出 150290 万元。主要是保障教师待遇、学校运转，

落实学生资助政策、营养改善计划；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支持人

民小学舟白分校、城南小学等学校项目建设。建设渝东南优质高

中教育基地，支持重庆八中融合教育黔江集团学校发展，推动“小

初高”一体化示范学校建设，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区职教中

心向“新型高职”转型发展。支持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科学技术支出 9973 万元。主要是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落实科技创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

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全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创新平台建

设，孵化培育创新主体，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649 万元。主要是支持馆藏

珍贵文物修复保护、张氏民居维修保护等文化保护工程，保障重

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图书馆等文化场馆，免费开放“三

馆一中心”，参加和举办各类大型文体赛事活动，支持创建国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

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国家品牌，持续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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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6772 万元。主要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持续推进就业创业，落实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等政策，高质量开展职业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落实养老保

险等社会保险政策，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优抚对象、残疾

人等重点群体基本生活，兜牢民生底线。

——卫生健康支出 55641 万元。主要是支持公立医院改革与

高质量发展。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

政补助标准，增强疾病预防、妇幼保健、采供血等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落实医

疗救助、计划生育奖特扶等惠民政策。

——节能环保支出 20951 万元。主要是开展“蓝天、碧水、

净土、清废”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支持抓好农业农

村污染防治，加强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活污水治理管控，保持农

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持续巩固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统筹推进绿色低碳建设。

——城乡社区支出 20277 万元。主要是开展市政清扫保洁、

园林绿化管护、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完善新城功能设施，提

高城市保障能力。支持天然气管道和口袋公园建设，改造新华大

道、武陵大道等市政雨污水管网。支持河滨公园健身步道、正阳

山登山步道等项目。建成全区停车设施“一张网”智慧停车管理

系统，提升新老城区停车管理水平。实施城区周边破损道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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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道路整治，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

——农林水支出 130532 万元。主要是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防止规模性返贫。实施耕地“非农

化”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兑现农业保险、惠

农补贴等扶农支农政策。支持生猪、肉蛋鸡、桑蚕、食用菌等产

业工厂化发展，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效

益。加快甘溪水库、段溪河流综合治理等工程建设，提升应急抗

旱等供水保障能力。

——交通运输支出 30737 万元。主要是确保渝厦高铁重庆至

黔江段正式通车，黔江站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建成投用。加快

高铁快运物流基地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铁路货场建设。支持黔江

至重庆“空中巴士”运行，巩固完善“干支通、全网联”航空网

络服务体系。优化公交车线路，推进新能源公交系统建设，拓展

适老公交，优化发展校园公交。实施“四好农村路”及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增效和公路标准化精细化养

护。

——工业商贸等支出 116006 万元。主要是聚焦卷烟及配套、

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强化数字化更新改造，

助推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优化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强化市场主

体培育支持。围绕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商贸发展

水平，促进开放协同发展。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 3637 万元。主要是加强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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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保护，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加强地质矿产资源管理，支持

恐龙化石重点资源开发利用。

——住房保障支出 40412 万元。主要是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

落实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政策，实施三台书院等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

——公共安全及应急救援等支出 35581 万元。主要是支持政

法系统更新装备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支持公安机关警务机制

体制改革和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助力我区全力冲刺四捧“长安

杯”。支持应急救援和管理、灾害风险防治及消防事务支出，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6692 万元。主要是保障党政机关、

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正常运转及履职，确保“十五

五”规划编制顺利实施，支持社会工作各项事务正常开展，促进

监察监督能力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偿债支出 38101 万元。主要是政府债务付息付费支出。

——预备费安排 9000 万元。主要是用于处理自然灾害等突发

事件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区对乡镇补助 50481 万元。主要是保障基层政权运转、乡镇

干部待遇和村（社区）干部补贴，落实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

制，着力提高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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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23850 万元，下降 0.9%。加

上级补助收入 821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7920 万元、上年结转

57855 万元，收入总计 197840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

排 180340 万元，加上解支出 870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

支出 8800 万元，支出总计 197840 万元。

2.区级

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与全区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全区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13600 万元，下降 1.9%。加

上级补助收入 96 万元、上年结转 3766 万元，收入总计 17462 万

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7462 万元，调出资金 10000

万元，支出总计 17462 万元。

2.区级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与全区一致。

各位代表！做好 2025 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使命光荣！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指导，认真听取政协委员

意见建议，攻坚克难、唯实争先，鼓足干劲、砥砺奋进，扎实做

好 2025 年各项财政工作，为奋力建设渝鄂湘黔边际区域中心城

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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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收 入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支 出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总 计 949,425 1,164,971 1,171,182 总 计 949,425 1,164,971 1,171,182

一、本级收入 379,011 412,106 412,545 一、本级支出 849,825 1,039,657 896,366

税收收入 205,962 183,500 187,557 二、转移性支出 99,600 125,314 274,816

非税收入 173,049 228,606 224,988 上解支出 23,000 22,000 21,543

二、转移性收入 570,414 752,865 758,63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76,600 103,314 103,341

上级补助收入 286,807 402,348 406,865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75,300 75,300 75,300

区域间转移支付收入 400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1,300 1,416 1,443

债务转贷收入 67,770 113,200 113,200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6,598 26,598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新增债券） 26,600 26,600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 67,770 86,600 86,600 结转下年 139,932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000 30,000 30,000

调入资金 10,000 18,182 19,037

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 13,298 13,298

上年结转 175,837 175,837 17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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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收 入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支 出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总 计 282,480 567,086 569,833 总 计 282,480 567,086 569,833

一、本级收入 156,000 123,906 124,937 一、本级支出 204,480 318,658 262,729

二、转移性收入 126,480 443,180 444,896 二、转移性支出 78,000 248,428 307,104

上级补助收入 7,014 48,237 49,953 上解支出 10,000 8,369 8,335

债务转贷收入 68,000 342,300 342,300 调出资金 8,182 9,037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新增债券） 20,000 111,6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8,000 231,877 231,877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 68,000 322,300 230,700 结转下年 57,855

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余 1,177 1,177

上年结转 51,466 51,466 5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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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收 入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支 出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执行数

总 计 15,785 17,594 17,654 总 计 15,785 17,594 17,654

一、本级收入 12,000 13,809 13,869 一、本级支出 5,785 7,594 3,888

二、转移性收入 3,785 3,785 3,785 二、转移性支出 10,000 10,000 13,766

上级补助收入 97 97 97 调出资金 10,000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 3,688 3,688 3,688 结转下年 3,766



— 24 —

2025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1,029,332 总 计 1,029,332

一、本级收入 441,430 一、本级支出 857,732

税收收入 196,935 二、转移性支出 171,600

非税收入 244,495 上解支出 23,000

二、转移性收入 587,902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8,600

上级补助收入 295,4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4,730

债务转贷收入 132,570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1,3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 132,570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32,570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调入资金 10,000

上年结转 13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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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197,840 总 计 197,840

一、本级收入 123,850 一、本级支出 180,340

二、转移性收入 73,990 二、转移性支出 17,500

上级补助收入 8,215 上解支出 8,700

债务转贷收入 7,92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8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 7,920

上年结转 5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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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17,462 总 计 17,462

一、本级收入 13,600 一、本级支出 7,462

二、转移性收入 3,862 二、转移性支出 10,000

上级补助收入 96 调出资金 10,000

上年结转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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