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改革创新 依法履职尽责 更好发挥审

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7 月 30 日，受省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向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一年来，省审计厅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

重要讲话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紧扣我省“三个五”发展战

略，着力查问题、防风险、助改革、促发展，努力为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今年的审计工作报

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2018 年以来的审计成果，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审计是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最本质、最鲜明的特征。审计机

关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积极主动在审计监督中贯彻体现

党的主张、立场和决策部署，确保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贯



穿到审计工作全过程，落实到审计的各个方面。工作中，审

计机关不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聚焦事关吉林振兴

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资金，保

障各项决策部署有效实施，注重从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经济

社会宏观管理的角度，分析揭示产生问题的体制障碍、机制

缺陷以及制度漏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深化改

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反腐倡廉。

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不断深化。审计机

关坚持把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

为首要工作，立足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等重大决策部署，确定跟踪审计重点，围绕“三大攻坚

战”“六个稳”“优化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等方面，通

过专题式、结合式的审计方式，不断加大跟踪审计力度，及

时揭示反映政策措施落实、项目实施进度效果、资金使用效

益等方面问题。一是关注扶贫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情况，组

织审计全省 9 个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 55 个县（市、

区），抽查 434 个乡镇、走访 3277 户家庭，重点揭示了扶

贫政策落实不精准不到位、部分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部分

扶贫项目效益不佳等问题，向各级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 20

件,已处理处分 61 人；二是关注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揭示了部分水源地保护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污染隐



患、部分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环境保护任务未按期完成

等问题；三是关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揭示了保护

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项目未按时启动，黑土地保护、耕地

轮作试点等任务未按时完成的问题；四是关注“一卡通”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揭示了未严格执行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制

度，未及时发放退耕还林补贴，个别村集体和村干部使用村

机动地惠农补贴资金用于村干部个人贷款担保、村集体偿还

欠款和日常支出等问题。

三、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不断加大。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开展一切审计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审计机关围绕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的审计监督力度，坚决揭露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一是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

入及使用绩效情况，揭示了部分市县安居工程目标任务未完

成、资金使用绩效不高、项目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二是关注

全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情况，揭示了部分县（市）未按规定

做到农村公路“有路必养”、建设资金未落实、项目未按规

定公开招标、多计工程款等问题；三是关注省级节能减排专

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揭示了未在规定时限下达资金分配计

划、项目单位重复获得专项资金、项目单位以不真实申报材

料获得专项资金、资金使用效益不佳、未完成投资计划等问



题，向省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 19 件。

四、着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服务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是审计的一项重要任务，审计机关坚持站在全省改革发展全

局，审视发现问题，及时揭示省级预算管理、政府财政运行、

国资国企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着力发挥审计监督在

深化改革方面的推动作用。一是深化省级财政管理审计，积

极促进财税体制改革，揭示了预算资金计划下达不及时、预

算安排资金未下达、未按规定管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问

题；二是深化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揭示

了预算管理不严格、资金资产管理不规范、财务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同时，在今年的审计中运用大数据对 108 家省级一

级预算单位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实现审计全覆盖，揭示部

分单位预算执行率低于 85%、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三是

深化市县政府财政收支审计，揭示了部分市县财政收支不

实、资金使用不严、资产和项目管理不善等问题；四是深化

企业审计，揭示了部分企业违规决策、经营不够审慎、财务

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五是深化政府性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揭

示了部分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土地征拆超概算、多计（结）

工程款、新增耕地闲置、多编勘察设计费等问题。

五、充分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审计不仅要查病，更要



“治己病、防未病”，审计机关立足我省实际，不断提高审

计站位，强化宏观政策研究，针对涉及改革发展全局的典型

性、倾向性和普遍性问题，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对策建议，

切实推动解决一些具有全局性、体制性、机制性的问题。审

计工作报告提出：一是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及时足额下达预算资金；加大一般

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可支配财力；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二是强化专项资金和项

目管理，提升项目实施效果；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优化

审核拨付流程，提高对市县补助采取因素法分配的比重;谋

划项目储备，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三是推动

政策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涉农资金整合，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项目建设，严格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

有关市县、部门和单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正

在积极整改。下一步，审计厅将认真督促整改，年底前依法

公告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的全面整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