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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用钱

必须过“镇”关

4月22日，村里要建设项目，
需要一笔“监理费”，杨振宽拿着
发票和合同复印件，来到段店镇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报账。大
伙儿习惯把这里叫做“记账中心”，

“管着全镇40个村的账”。
杨振宽拿来的发票上，有村

支书、村主任、经办人和村民监
督 委 员 会 的 签 字 ，这 些 都 齐 全
了，经过记账中心会计审核，杨
振宽才能从出纳手中拿过支票。

而在尚未实行镇级代管的
几 个 月 前 ，程 序 比 现 在 简 单 得
多，账就放在村里。“那时村里买
东西需要报销，经办人在单据上
签字以后，经村领导同意，账在
我手里就报出来了。”现在，多了
记账中心审核这一关。

中心正在使用的是济南市
正在试点的“村账乡镇(办)管”会
计核算网络系统。新系统实现全
市农村财务核算标准化，年内将
在全市推行。现在，尽管98%的村
已实行“村账乡镇(办)管”，但由
于核算不统一，管理模式各不相
同，监督管理有难度，目前全市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的“三资”( 资
产、资金、资源 )有多少，主管部
门还不能及时统计出来。

在段店镇记账中心试行的
系 统 内 ，设 置 了 统 一 的 会 计 科
目，每个村的月收支情况、日记
账等信息都有清晰的条目。在某
村一天的现金日记账中，明确记
录着维修厕所水箱、走访慰问等
各项支出，其中一项交通费为97
元。“就连十几元的打车费，都要
从这里走账。”工作人员说。

村民也感受到了财务上的
这种变化，“最大的感触是报账
流程细了，大伙儿更放心。”段店
镇宋桥村村民王文红表示。

村会计变成报账员

杨振宽曾是大杨村的会计，
去年12月村账由镇上代管后，他
就变成了“跑腿儿”的报账员了，
只负责到中心报账，会计则由中
心指派。如今的这些会计是全区
通过公开考试、体检考核等环节
招聘的，和村没有任何关系。

为实现相互制约，槐荫区在
这些会计中实行内部牵制机制。
例如段店镇共有40个村，中心指
派了8名会计，两个人一组，负责
1 0个村，“一个是这 5个村的会
计，另一个就是这5个村的出纳，
反过来也是如此。”槐荫区财政
局副调研员王俊科在基层工作
数十年，对村级经济状况十分了
解。

“原来村两委一换人，村会
计也会换，账容易接不上，现在
报账员可以换，但乡镇(办)指派
的会计不换，对村里影响不大。”
济南市财政局基层财政管理处
调研员张洪波介绍。

管账是一方面，一些地方也
在尝试通过“收”公章的方式约
束村里的经济活动，关口前移。

4 月 17 日，段店镇宋庄居委
会报账员李孝成来中心办理房
屋合同变更手续，他向工作人员
交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印鉴使
用申请表”后，被同意打开一个
方形的小盒子，这里放着村委会
的公章。用完后，又放回去锁上。

在中心大厅的柜子里，这样
的小盒子有40个，里面分别是40
个村的公章，大门钥匙在中心，
小门钥匙在村报账员手里，“必
须双方见面才行，不是哪个人想
盖就能盖得上。”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

“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发生违
法经济活动。”王俊科解释说，有
的村干部违反规定，一下把地承
包出去几十年，然后把租金全部
花光；有的用公章做担保，造成
的损失只能由村民承担；还有的
把资产以低价卖或租给亲友。公

章收上来以后，可以对这种活动
进行制约，“比如一块地承包租
金应该是一万元，一看他租了一
千元，肯定不行，就不予盖章。”

按照要求，“村账乡镇 (办 )
管”以后要及时将“三资”管理情
况进行公开，在吴家堡镇，每个
村在每月10日之前，要在公示栏

上公布上个月的报表明细，并拍
照送到中心存档。

“托管‘三资’

相当于削了我的权”

“三资”托管，这相当于“收”
了村干部的权力，注定要面临重
重阻力。实行试点前，槐荫区在
全区农村开展“三资”清查，王俊
科全程参与，村干部们的反应让
他印象深刻。“很难，有的支持有
的反对，有的要看是不是自己的
事，不是自己的就支持，触及自
己利益的就反对。”

而在吴家堡镇，一名村干部
认为镇上托管“三资”相当于削
弱 了 自 己 的 权 力 ，抵 触 情 绪 很
大。

王俊科回忆，清查中发现很
多账不好理，有些村出现了断头
账，有的一两年不算，“有两个
村，收支都没有数，老百姓什么
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村从 2002
年到现在1 1年的账都衔接不起
来。

“只能一点一点捋。”两个情
况严重的村，从去年5月份开始
到现在，才刚理出头绪来。

王俊科总结出一些规律：经
济基础薄弱和经济条件好的村，
情况相对还好一些，“村里经济
来源少的，没有太大利益冲突，
经 济 实 力 强 的 ，村 管 理 相 对 完
善 ，就 是 不 好 不 赖 的 村 问 题 最
多。”这些村的干部往往不团结，
拧不成一股绳，互相扯皮。

“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村干
部。”一位基层干部这样总结：

“说到底，就是利益。”目前，济南
市其他区也在试图将村委会公
章收到中心，但阻力更大，“正在
探索，推不推得开，还很难说。”
北部某区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无
奈地表示。

据济南市纪委通报，
2012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查处村居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294件，处分
286人，其中被司法机关刑
事处罚的108人。

“尽管非常棘手，但村
级财务牵扯到农村的稳定
和发展，这项工作十分重
要”，槐荫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刘海峰说。

根据统计，去年，该区
受理的基层信访举报中，超
过一半来自农村，这其中又
有九成以上涉及“三资”管
理、村务公开等利益纷争，
在实行托管之前，一些村的
财务公开不到位，村干部自
由裁量权较大，滋生一些腐
败问题，造成村民和村干部
之间互不信任，村级财务自
然成为矛盾集中的焦点。

“权力不能没有制约，
用什么制约？村民的利益谁
来保证？”王俊科认为，“村
账乡镇(办)管”可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村干部滥用职权
的问题，消除干群间的不信
任感。”

“对我们也是一种解
放”，天桥区大桥镇大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
吉勇深有感触，有时候村干
部没什么问题，但村民会认
为里面有猫腻，这样一公开
大家就放心了。

不过，制度设计得再
好，执行到位才能真正发挥
效力。荣成市一位身兼某街
道农村经营管理站站长和
农村经济审计站站长双重
职务的干部，就曾与同一街
道某社区居委会主任挪用
了居委会在农村管理服务
中心托管的22万元资金，构
成挪用资金罪。嘉祥县、滕
州市等地检察院也在办案
时发现，这一制度在部分地
区执行不到位，监督村级财
务的效果大打折扣。

有村民表示，“村账乡
镇 (办 )管”形式是好的，执
行好了可以避免不合理的
开支，但眼下的确存在监管
不力等问题，巧立名目、把
关不严等现象仍然存在，提
前打了申请，村里花钱几乎
受不到多少约束，这让村民
们心里犯嘀咕。

济南市纪委相关人士
表示，有了技术保障，真正
管好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
资金使用权和财务审批权
不变，镇上只是监督这些钱
是否在按程序走、是否公
开，所以即使从镇上走账，
钱到底怎么花，最终还是村
里按照有关程序进行研究
决策。关键还是要实行民主
决策，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
督。

“如果监管不到位，多
了‘镇’这个制约环节，反而
可能产生新的腐败。”一位
村干部说，“建议纪检、审计
等部门加强监管，形成长效
机制，保证制度执行起来不
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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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账镇管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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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账镇管样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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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这个村会计如今变成了跑腿的报账员，他们

村的会计是招聘来的，跟本村没任何的关系。这

只是“村账乡镇(办)管”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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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农村实行了“村账乡镇(办)管”，就是在村

级集体资产所有权、资金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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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些做法有多大效果？预防和打击农村腐败，

还要从哪些方面“对症下药”？

在槐荫区吴家堡镇，委托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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