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年度工作总结财务 财务半年工作总
结(汇总6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半年度工作总结财务篇一

从20__年上半年来，县、乡两级农经管理部门在农村财务管
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格外是在全县各乡(镇)开
展以村级财务由乡镇托付代理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规
范化工作的基础上，连续加大了农村财务审计力度，建立健
全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为彻底解决农村财务混乱问题打下
了坚实基础。

一、农村财务管理工作开展状况

1、主动开展农村财务审计及培训工作。上半年，我们依据部
分乡镇及村社托付，依法对金崖、连搭、和平、夏官营、马
坡、甘草等乡镇25个村社财务进行全面、就地审计，审计资
金达9377万元，对存在的问题准时作了订正，有效遏制了农
村财务混乱现象。并结合审计，对60名乡镇代理睬计和村社
出纳进行了《甘肃省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方法》、《榆
中县农村财务和集体资产管理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问
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财务人员业务水平。

2、加强宣扬，切实搞好农村债权债务摸底调查工作。根据省
市业务主管部门要求，我们结合开展农村财务审计，加强宣
扬农村债务债务摸底调查工作，督促各乡镇认仔细真搞好摸



底、切切实实上报数据，确保了农村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和连
续性。目前，正在对农村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汇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审计结果难以执行，查处不到位的问题大量存在，主要
是现行审计法规制度不够健全所致。

二是农村审计机构缺乏行政执法职权，没有行政惩罚权。

许多审计出的违纪现象无法得到应有的惩处，严峻影响了审
计机构的权威性。

三是乡镇一级审计职能的空白，造成审计力气严峻不足，许
多日常审计监督工作无法开展。

由于农村审计工作面宽量大，我县现有行政村268个，村民小
组1400多个，90%的村社都有账目，单靠县农经站人员无法进
行日常的审计监督。

四是农村财务中许多挥霍铺张，利用税务部门开具发票套取
集体资金，非法私设小金库，非生产性开支无度，重大资产
购置、处置及工程投资项目建设、集体借贷行为没有依法程
序等等行为造成相当严峻的资金流失和后果。

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查处时相当困难，有些就
是村社干部的个人行为，审计中也查出了问题，但由于没有
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在如何惩罚上就很被动，无法定性。

三、下一步工作准备及建议

一是连续坚持和不断完善农村财务规范化管理体制。

要在实事求是地总结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推广好的工作阅历，
分析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



工作措施，确保农村财务规范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搞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要连续完善实施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登记、资产台帐管理等
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山林、“四荒'等资源
性资产的监督管理。同时主动稳妥地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

三是强化监督机制，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化管理。

首先，要深化实行财务公开。依据__和农业部、监察部等有
关文件要求，在扩大公开面的基础上，连续把财务公开引向
深化，做到真公开、常公开。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民主理财
制度。村集体的重要财务事项，如集体土地承包、租赁、举
债、资产处置、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都必需经村民大会或
村民代表大会商量通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
行民主决策。第三，要连续强化农村审计监督。在日常审计
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对建设占地、搬迁村集体资产、村干部
离任经济责任、征占地补偿费管理用法及一事一筹资筹劳等
专项审计工作，维护农村集体资产的平安完整。

四是加强对村集体债务的管理监督。

要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定，对原有债务进行清理，分类化
解，同时建立村集体举债制度，对举债审批程序、范围做出
严格规定，规范举债行为，对于不按规定程序决策、脱离实
际盲目大量举债给集体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严厉?
处理。

五是乡镇农村财务代理中心实行专户管理制度。

对村级专项资金，要纳入农经专户管理，规范用法。



六是加大《甘肃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方法》等农村财务管理
法规、制度的再宣扬力度。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宣扬资料等多种形式，搞好宣扬工作，
提高广阔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和农
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七是切实加强乡镇一级审计工作的力度。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仅靠县农经部门审计力气有限，因此，
建议县上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乡镇一级农经队伍，建立健全乡
镇一级开展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