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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届人大六次会议

文 件 之 ( 十 )

关于大武口区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 1月 14日在大武口区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大武口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我区 2020 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提出 2021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

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谋篇布局之年，在区委的坚

强领导和区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下，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做好“六稳”①
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②
任务，积极争取资金、全力组织收入、持

续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

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 2 —

一、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收入完成 171,685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3,89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4,821万元（返还性

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90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8,91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6,77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406万元；上年结余 5,78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支出完

成 168,29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1,489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 32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77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699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390万元，全部结转下

年。

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收入完成 7,631万元，全口径支出完

成 7,63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无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口径收入完成 160万元，全口径支出

完成 16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44万元，全部结转下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0年，我区圆满完成区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年度预

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3,898万元，超收 898万元，同口

径增长 5%，为年度批准预算的 104%。各项税收完成 19,975万

元，其中：1.增值税完成 6,641万元，下降 15%，主要是落实各

项减税降费政策和增值税留抵退税；2.企业所得税完成 1,160万

元，增长 46%，主要是企业汇算清缴所得税时间提前；3.个人

所得税完成 1,877 万元，下降 30%，主要是重点企业的高收入

群体因疫情影响普遍降薪；4.契税完成 3,748万元，增长 28%，主



— 3 —

要是集中为锦鑫花园、紫郡新城等小区办理权属登记，带动整体

契税增长；5.印花税完成 2,033万元，下降 2%；6.车船税完成 2,851

万元，增长 5%；7.其他税收收入完成 1,665万元，增长 36%。非

税收入完成 3,923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31%，增长 13%。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61,489 万元，为年度变动预

算的 98%，增长 22%。主要完成情况：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92

万元，增长 30%；2.公共安全支出 2,620 万元，增长 17%；3.

教育支出 36,666万元，增长 20%，主要是教师增资、“互联网+

教育”创建、薄弱环节改善及能力提升等；4.科学技术支出 1,290

万元，增长 174%，主要是服务业引导资金及工业企业技改奖补；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384万元，增长 80%，主要是平汝

线大武口车站改造及北武当生态旅游区改造提升等；6.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8,029 万元，增长 24%；7.卫生健康支出 7,817 万

元，增长 28%，主要是疫情防控增支等；8.节能环保支出 6,900

万元，增长 2%；9.城乡社区支出 19,892万元，增长 38%，主要

是污水管网建设、隆湖大道拆迁补偿及和平广场硬化改造等；

10.农林水支出 12,396万元，增长 35%，主要是扶贫、高标准农

2020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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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设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11.住房保障支出 14,783万元，

增长 57%，主要是老旧小区及棚户区改造等；12.债务付息支出

4,014万元，增长 41%；13.其他支出 14,106万元，下降 5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收入 7,631万元，其中：上

级补助收入 5,079万元；年度执行过程中自治区下达我区抗疫特

别国债
③
资金 2,552万元，已报请区第十届人大二十六次常委会

议批准调整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支出 7,631万元，为年

度变动预算的 100%。主要支出：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8

万元；2.城乡社区支出 300万元；3.抗疫特别国债安排支出 3,624

万元；4.其他支出 3,629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无结余，实现收

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口径收入完成 160 万元，主要是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全口径支出完成 16万元，

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相关工作；年终结余 144万元，

2020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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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结转下年。

二、2020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抓收入促平衡，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2020 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以及受疫情影

响造成减收、刚性支出不断增长等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财政

部门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千方百计组织收入，超额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年度目标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财政收入的

冲击。一是落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力帮扶市场主体渡过难

关。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宣传，扩大公众知晓度，荣获减税降费

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2020 年共减免税收 25340 户次 1,087 万

元、减免 273 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租金 467 万元，真金白银减

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及促投资、扩消费、稳就业，

切实让企业和群众应享尽享政策红利。二是加大综合治税力度，

不断挖掘税收增长点。统筹抓减税降费与改进执收方式、组织

税费收入，建立完善涉税费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形成综合治

税的强大合力。通过加强重点税源管理、跟踪重点投资项目、

清收欠税等措施堵塞税收漏洞，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加快盘活

闲置国有资产，规范非税收入征管。全面梳理可处置变现的闲

置资产，采取拍卖、出租等措施，将一棵树新苑的 12处房产 343

万元变现处置增加可用财力。四是加大争取资金力度，弥补刚

性支出缺口。抢抓中央建立特殊转移支付
④
机制有利时机，获得

中央特殊转移支付 1.4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0.59 亿元，保障了

教师绩效增资、社区和乡镇工作补贴提标、疫情防控等新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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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时足额支付。围绕生态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互联网

+教育”等重点工作，强化争取资金培训，全年共争取各类资金

171,296万元，增长 34.9%，增幅位居全市第一，确保重点民生项

目落地见效。

（二）保重点促和谐，社会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聚焦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揪心事、烦心事，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全年完成民生支出 145,2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

以上。

1.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统筹各级财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

开通拨付、采购、支付的“绿色通道”，对急需支付的疫情防控

资金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先后投入 4,375万元，支持

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集中隔离点食宿、社区干部临时生活补贴、

复工复产、复学等支出，促进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阶段

性成果。

2.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多渠道筹集资金 5,016 万元，补齐

脱贫攻坚短板，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提供支持。不断创新扶

贫资金管理机制，投入 2,500万元，解决 3000余户农村人饮入

户改造等问题，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投入 640万元，用于解决

移民“多人多代”住房困难问题；投入 1,900万元，扶持壮大村集

体经济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投入 1,326万元，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有效提升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

3.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项目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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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37,233万元，用于贺兰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西环线生态

廊道建设等，为荣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荣

誉称号打下坚实基础；投入 2,774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促

进农村人居环境大改善、大提升；投入 1,771万元，用于水源地

整治，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投入 1,670万元，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复验成功。

4.筑牢兜实“三保”底线。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有保有压，着力压减开支，

2020 年压减“三公”经费 50％，压减会议费、培训费、因公出

国经费等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50％，硬化预算约束，优化支出结

构，将节省的资金优先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支出。2020 年，我区“三保”及其他刚性支出累计完成 132,0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以上。

5.社会事业统筹发展。一是教育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坚持

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确保教育支出“两

个只增不减”，进一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投入 3,707万元，向

学前教育、薄弱环节倾斜，支持“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创建。二

是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投入 4,041万元，保障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需求；投入 2,785万元，用于星海养老院二期建设，基本

养老和医疗设施不断完善；投入 5,868万元，用于公益性岗位、

灵活就业人员补贴等，为稳就业提供保障。三是文化旅游的影

响力不断彰显。投入 1,800万元，用于洗煤厂工业遗址开发、硒

有田园提档升级等，打造旅游观光一体的城乡旅游综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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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6.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投入 8,509 万元，用于棚户区、老

旧小区改造及无物业小区提升等，有效的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生

活环境；投入 25,697万元，用于城市污水处理、主街路路面改

造及排水防涝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极大的方便了居民出行；

投入 1,191万元，用于 1056户抗震宜居农房改造建设，提升农

村住房防范地震灾害风险水平。

（三）防风险促发展，严格规范政府债务管理

坚持底线思维，以严控债务增量、逐步消化存量为重点，

多措并举、科学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一是严格管理政府债务，

做好债务预测、研判和风险评估，确保政府债务控制在限额之

内。2020年，平台内政府债务余额为122,573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为100,932万元，占比为82.3%；专项债务余额为21,641

万元，占比17.7%，处于绿色等级安全区域。二是稳步推进存量

债务化解。通过压减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以房抵债等

方式筹集资金，圆满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任务，其中具备化债条

件的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已全部化解完毕，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三是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和管理，严控政府投

资项目建设规模，制定项目筹资平衡方案、评估财政可承受能

力，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

（四）强管理促改革，持续提升依法理财水平

一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

必问责”，将我区所有项目资金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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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重要民生和重大支出的农村污水管网改造、贺兰山八号泉

周边生态修复等 4 个项目实施第三方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均为

良好以上；创新农业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农村综合改革和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告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财政厅通报表扬，绩

效管理水平和依法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二是加强直达资金
⑤
管

理。创建直达资金常态化监控机制，建立直达资金台账，做到

全覆盖、全链条监控，实现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三是强化

国有资产管理。开展固定资产、闲置土地、政府债务、财政存

量资金“四个清理”专项行动，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进一步细化

盘点清查，利用共享超市调剂盘活固定资产 178万元，对闲置

资产进行公开处置，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率。四是完善金融服

务方式。召开银企对接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贷款支持

力度，2020年贷款余额 416亿元，增长 5.86%，增强市场信心

和企业发展活力。统筹盘活存量资金 1,000万元入股石嘴山市鑫

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激活石嘴山市融联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

司，同时，争取到自治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补充资本金奖补

1,000万元，融资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荣

获全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单位。

各位代表，2020年财政部门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

超额完成收入任务，弥补了疫情防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新

增支出的缺口，实现了收支平衡。同时，财政执行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是：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不及时，存在资

产长期列在建工程，国有资产价值不实；项目前期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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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出进度缓慢；预算单位绩效管理认识不足，资金绩

效目标有待加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

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积极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2021年预算草案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财政工作的总体思路

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区委九届七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有效供给，全面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按照上述思路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2021年预算安排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收支草案

2021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收入安排 79,728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00 万元，同口径增长 7%；上级

补助收入 48,029万元（返还性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980万

元，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 22,04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699 万元。依据收支平衡原则，一般公共预算全口径支出安

排 79,72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781万元，上解支

出 21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728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项目：1.增值税 8,100万元；2.企业所得

税 1,100万元；3.个人所得税 1,900万元；4.城市维护建设税 250

万元；5.房产税 250万元；6.印花税 2,000万元；7.城镇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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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税 270万元；8.车船税 2,800万元；9.契税 3,480万元；10.耕

地占用税 850万元；11.非税收入 10,0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255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 1,196万元；3.教育支出 23,540万元；4.科学技

术支出 160万元；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2万元；6.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9,401 万元；7.卫生健康支出 3,502 万元；8.节

能环保支出 1,817万元；9.城乡社区支出 8,394万元；10.农林水

支出 4,176万元；11.住房保障支出 4,230万元；12.债务付息支

出 6,178万元；13.其他支出 7,55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草案

2021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0.3 万元，全部为

提前下达上级补助收入。

依据收支平衡原则，2021 年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0.3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四、2021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狠抓收入稳增长。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做到

应减尽减，应降尽降；找准财政增收增长点和着力点，细化实

化收入预算，加大清欠力度，堵塞跑冒滴漏，切实做到依法征

管，应收尽收；深挖非税收入潜力，做好辖区段包银铁路税款

征缴，实现财政收入均衡增长，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坚持项目

资金争取量上求更多，质上求突破，确保争取资金增长 10%以

上。

（二）优化支出保民生。坚持把保障民生放在优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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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测算“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

转”支出需求并在支出中优先安排，确保从预算源头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切实把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实到位，持续强化

“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持续加大会议费、培训费、因公出国经

费等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力度，完成压减 30%以上的目标任

务。

（三）深化改革强监管。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为载

体，逐步实现全面政府预算、部门预算、预算全过程、预算项

目生态周期、全国预算数据管理一体化“五位一体”的改革目标，

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执行好政

府采购制度，运用好政府采购平台，确保制度完善与信息化建

设同步推进；加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密切跟踪直达资金预

算执行情况，定期分析研判，规范使用资金，全面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四）规范管理防风险。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风

险防范意识，压实项目单位债务管理主体责任，做到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

存量，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强化“三保”执行

监测系统的动态分析，对执行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和不确定因素，

及时分析排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三保”安全平稳运行。

各位代表，使命催人奋进，实干赢得未来。新的一年，我

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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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在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把“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大力推动

新型材料创新发展领先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建

设先行区和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坚强的资金保

障。

附件：1.2020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2.2020年大武口区财政支出执行情况表

3.2020年大武口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表

4.2021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简表

5.2021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表

6.2021年大武口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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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①“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

②“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

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③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由中央财

政统一发行的特殊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

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

出。

④特殊转移支付：是在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进行重大政策

调整时，由上级政府支付的特殊补助。

⑤直达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

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资金，也是特殊时期中央宏观调控方

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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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大武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

预算数

累 计 完 成 数

金 额
为年度

预算%
上年

同期数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金额 增减%

收 入 总 计 23,000 23,898 103.90% 23,748 150 0.6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3,000 23,898 103.90% 23,748 150 0.63%

税收收入小计 20,000 19,975 99.88% 20,269 -294 -1.45%

增值税 7,500 6,641 88.55% 7,855 -1,214 -15.46%

企业所得税 800 1,160 145.00% 793 367 46.28%

个人所得税 2,200 1,877 85.32% 2,683 -806 -30.04%

城市维护建设税 300 264 88.00% 323 -59 -18.27%

房产税 150 266 177.33% 157 109 69.43%

印花税 2,400 2,033 84.71% 2,074 -41 -1.98%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0 274 109.60% 238 36 15.13%

车船税 2,700 2,851 105.59% 2,707 144 5.32%

耕地占用税 1,000 855 85.50% 500 355 71.00%

契税 2,700 3,748 138.81% 2,936 812 27.66%

其他税收收入 6 3 3 100.00%

非税收入小计 3,000 3,923 130.77% 3,479 444 12.76%

专项收入 500 489 97.80% 695 -206 -29.64%

教育费附加收入 100 108 108.00%
131

-23 -17.56%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380 379 99.74% 544 -165 -30.33%

森林植被恢复费 20 2 10.00% 20 -18 -90.0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00 815 135.83% 564 251 44.50%

罚没收入 300 291 97.00% 718 -427 -59.4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00 1,716 171.60% 634 1,082 170.66%

捐赠收入 199 199

其他收入 600 413 68.83% 868 -455 -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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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大武口区财政支出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度

预算

数

区市

专项

补助

变动

预算数

累 计 执 行 数

金 额

为年度

变动

预算%

上年

同期数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金额 增减%

支 出 总 计 54,879 117,706 172,585 169,136 98.00% 148,289 20,847 14.0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54,879 109,915 164,794 161,489 97.99% 132,853 28,636 21.5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638 1,732 10,592 10,592 100% 8,151 2,441 29.95%

公共安全支出 755 332 2,631 2,620 99.58% 2,232 388 17.38%

教育支出 19,687 7,096 36,966 36,666 99.19% 30,477 6,189 20.31%

科学技术支出 155 827 1,375 1,290 93.82% 471 819 173.8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11 905 2,386 2,384 99.92% 1,323 1,061 80.2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04 9,775 28,522 28,029 98.27% 22,579 5,450 24.14%

卫生健康支出 2,994 3,587 7,817 7,817 100% 6,109 1,708 27.96%

节能环保支出 731 3,664 7,052 6,900 97.84% 6,786 114 1.68%

城乡社区支出 4,690 2,735 20,099 19,892 98.97% 14,377 5,515 38.36%

农林水支出 1,004 11,828 13,250 12,396 93.55% 9,206 3,190 34.65%

交通运输支出 1,226 1,762 1,762 100.00% 23 1,739 7560.87%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5 4,360 5,294 5,294 100.00% 6,265 -971 -15.5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13 1,780 2,261 2,157 95.40% 788 1,369 173.7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 104 103 99.04% 6,019 -5,916 -98.29%

住房保障支出 4,311 5,739 14,850 14,783 99.55% 9,421 5,362 56.9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4 80 76 95.00% 63 13 20.6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34 8 508 501 98.62% 640 -139 -21.72%

预备费 500

其他支出 2,583 54,321 4,676 4,213 90.10% 5,067 -854 -16.85%

债务付息支出 1,502 4,569 4,014 87.85% 2,856 1,158 40.5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7,631 7,631 7,631 100.00% 15,436 -7,805 -50.5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8 78 78 100.00% 7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300 300 300 100.00% 10,400 -10,100 -97.12%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其他支出 6,181 3,629 3,629 100% 5,036 -1,407 -27.94%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1,072 3,624 3,624 100% 3,62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160 160 16 10.00% 1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60 160 16 1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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