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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进一步巩固深化惠民惠农补贴 

“一卡通”发放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掌握《自治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巩

固深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问题专项治理

的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案》专项治理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去

年年末由州财政局（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办公室）

牵头，会同州直相关部门分别对尉犁县、和硕县、博湖县、

焉耆县、若羌县、且末县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和督导。这次

调研工作以召开座谈会、查阅档案资料、入户调查和电话查

询等方式展开，实地查阅了县级财政部门、县级农业农村局、

县级畜牧兽医局、乡镇、村（社区）的“一卡通”发放管理

工作档案资料。根据会议安排，现就相关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中的亮点 

1. 调研的六县都能按照自治州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成

立“一卡通”管理工作专班，推动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

发放管理工作，定期不定期组织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学习研

究深化整治工作范围和重点，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推动深化

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2. 尉犁县政府年度内组织召开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

工作推进部署会议 3 次，发挥了县级政府惠民惠农补贴“一

卡通”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组织推动有力； 



3. 和硕县、焉耆县、且末县“一卡通”办公室督促各乡

镇成立了乡镇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

乡镇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人员职责及分工，为乡镇落实惠

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建立了组织保障。 

4. 且末县“一卡通”办公室在 2021 年 10 月底接收到

《自治州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工作档案管理提纲》

后，及时组织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乡镇进行学习研究，并利

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督促和指导县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乡

镇、村建立了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工作档案，工作扎实

有为，为推进本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规范化管理

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5. 各县均能按照“乡镇管底册、部门管审核、财政管资

金、金融管发放”的原则，由村（社区）公示、乡（镇）申

报、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县级财政部门复核、县政府审

定的流程开展补贴发放管理工作。 

二、工作中的短板 

1. 专项整治工作推动不深入，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部分

县级层面未制定巩固深化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也从未深入基层乡镇（街道）、

村（社区）开展本县市区域内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

发放管理工作调研指导，只是留于电话或以发文件形式安排

“一卡通”相关工作，缺乏工作跟进指导和监督落实。 

2. 六项政策制度落实不到位。县级财政部门、补贴行业

主管部门“一卡通”管理工作不规范、不完备、不系统，部



分补贴行业主管部门年度内对其负责分管的惠民惠农补贴

项目开展抽查核查面不够，有的行业主管部门年度内甚至从

未开展过补贴项目抽查核查工作。其次实名制台账登记管理

不精准，主要凸显的问题是部分受益对象姓名、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错误、电话号码错误、空号等问题频发多发，受益

对象家庭住址不详细不具体等问题，实名制台账未能做到及

时动态更新。另有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

受益群众不知晓所享受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等问题。 

3. 档案资料缺失，档案资料存在碎片化管理现象。尤其

是村级“一卡通”档案资料缺失、不完备，甚至部分村未建

立“一卡通”相关档案资料，存在乡（镇）档案替代村档案、

致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工作情况不明、底数不清。  

4. 发现部分县 2021 年度惠民惠农补贴未做到应发尽发

的问题。主要是草原生态奖励补助、完善退耕还林还草补助、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农村安居工程补助、计划生育补助等

项目未做到应发尽发，在自治区、自治州安排梳理核实当年

补助项目未发放或未发放完毕情况时，核实核查工作不细致，

不认真，存在漏报未发放完毕项目情况，甚至个别县对未发

放完毕项目情况隐瞒不报。 

5. 对 2021 年度已发放完毕的惠民惠农补贴项目数据未

能及时导入补贴查询系统。据统计，我州各县市 2021 年将

已发放完毕的惠民惠农补贴项目已全部导入补贴查询系统

的只有尉犁县、焉耆县、和硕县、且末县、库尔勒经济技术

开发区 5 个单位，库尔勒市、轮台县、和静县、博湖县、若



羌县 5 个单位只是将通过财政 “一卡通”系统发放的补贴

项目导入补贴查询系统，其他由主管部门委托代理银行发放

的补贴项目数据未导入补贴查询系统，补贴查询工作存在

“两张皮”现象。 

三、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各县市要充分认识

到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坚

决果断的态度、坚强有力的领导、雷厉风行的作风，持续做

好“一卡通”发放管理工作，确保组织保障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压力传导到位，防止工作走过场、流于形式，要把这

项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县市财政部门要紧盯补贴

发放进度，将以上会议通报问题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前整改

落实到位。 

二是注重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一卡通”发放管

理工作不能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需要各业务主管部门协调

配合、形成合力。要增强大局意识，构建事前沟通、事中协

作、事后反馈的有效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持续推动深化治理扎实有序开展。财政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

用，系统谋划，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及时向县市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工作情况，适时建议县市政府层

面组织召开县市政府巩固深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

发放管理工作推进会，发挥县市人民政府对惠民惠农补贴发

放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确保自治区 28 项惠民惠农补贴精



准、足额、及时发放到人到户。 

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财政部门要会同相

关职能部门，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关键节点进行认真研究，

完善制度、健全机制，防止惠民惠农补贴管理问题反弹回潮。

要建立完善监督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核查，进一步

强化管理，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惠民惠农补

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 

四、2022 年工作安排 

（一）逐步实现一个平台管发放的工作目标。自治区 28

项惠民惠农补贴项目我州涉及 22 项，目前已全部纳入财政

“一卡通”系统发放补贴项目的有两个县，分别为焉耆县（17

项）、博湖县（17 项），其余县（市、区）只有部分补贴项目

纳入“一卡通”系统进行发放，分别为：库尔勒市 6 项、轮

台县 7 项、尉犁县 14 项、若羌县 7 项、且末县 7 项、和静

县 5 项、和硕县 4 项、开发区 0 项。力争到 2023 年，所有

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补贴原则上均实现通过财政

“一卡通”系统发放的工作目标。 

（二）结合惠民惠农补贴发放实现财政“一卡通”系统

发放的工作目标要求，从 2022 年起我州惠民惠农补贴发放

全部交由乡（镇）、村（社区）进行发放，行业主管部门不

再直接发放，进一步落实好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 

    （三）全面推行社会保障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加强与



人社部门的沟通协作，实现人社系统数据共享共用，逐级建

立完善农牧民基础信息数据库，（基础信息必须包含姓名、

性别、族别、身份证号、社保卡号、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

基本信息）并与社保系统、公安系统数据进行比对核实，实

行农牧民基础信息动态管理和更新，力争 2022 年全州全面

推行使用社会保障卡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四）尽快完善 2021 年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

工作档案，分级按照自治州 2022 年 1 月 5 日下发的《工作

提示》 “一卡通”档案管理要素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2022

年的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工作档案严格按照自治州

《工作提示》“一卡通”档案管理要素进行分级建档，以便

上级部门督导和检查。 

（五）加强与纪检监察、行业主管部门的对接协调，持

续深入开展“一卡通”领域专项治理，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

改，及时清退、追缴问题资金，并将收集到的问题线索移交

纪检监察部门予以问责和查处，坚决斩断损害群众“利益黑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