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聚焦

明确投入重点  

确保支农政策落到实处

湖北省鄂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2009年以 来，湖北省鄂州市财政

部门把“三 农”工 作作为重中之重，强

化 措施，确保各项 支农惠农政 策的落

实，大力支持农村民生工 程，不断提高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了全市农

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惠农政策显成效

1. 落实财政支农政 策，促进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鄂州市按照中央、省关

于支持“三农”的各项方针政 策，积 极

筹措资金，建立了财政支农投入稳步增

长机制。2009 年，市级 财政预 算安排

支农专项 支出 2222万元，较上年增长

36.6% 。本级市直农口 部门预算为 28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0.5 % 。上半年，争

取 到省级 农村 沼 气、农机 购置补贴、

农作物良种补贴、巩 固退耕还林成果

等项目资金 2036万元 ，有力促进了全市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2 .利用财政 支农政 策杠杆效应，

促进支农资金多元化 投入。通过综合

运用财政贴息、担保贷款、以 奖代补、

民办公 助等方式，多渠道加 大对农业

和农村的投入，努力实现支农资金的多

元化投入机制。上半年，全市共投入资

金 5000 万元，完成围 堤 加 固 57公 里，

渠网硬化 50公里，开挖塘堰 550 口，新

增蓄水 30 万立 方米；完成抗旱泵站维

修 60 处，排涝泵站维修 15处；完成港

道清淤 65公 里；完成 2 处小型农田 水

利“民办公助”工 程建设。

3.支持农业板块基地建设，大力

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按照特色化、区

域化要 求，上半年，全市共投入资金

3689.88万元，全力推进板 块 基地建

设，基本形成了集中连片优 质农产品 生

产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粮食板块 方面，重点建设了 50 万亩优

质稻 基地，全市早稻种植面积 24.5万

亩，中稻种植面积 17.5万亩，落实订单

生产面积 28万 亩。水产板块 方面，加

快建设 50 万亩水产基地，长农、杜山、

东沟、蒲团、环红莲湖五条水产精养走

廊基本形成，其中，杜山、东沟、蒲团

三个核心园区已成为全省现代渔业示

范区；推进渔池标准化建设，实施“吨

鱼万元”工 程。畜禽小区建设 方面，全

市新建畜牧 小区 5 个，总数达到 了 33

个，小区内畜禽饲养总量占全市畜禽饲

养总量的 45.4% 。蔬 菜板块 方面，着力

建设了杨叶生态农业园、蒲团小庙村金

色田 园等 8 个 面积 100 亩以 上 蔬 菜园

区，成为全市蔬 菜新品 种展示的窗口。

全市蔬 菜种植 面积 稳中有增，比去年

同期 增长 3.7% ；蔬 菜总产 量 52.5万

吨，增长 4.9% 。农业 综合 开发项 目建

设 方面，完成了杜山镇路 口土地治理、

涂家垴镇三白藠头良种繁育示范、梁子

湖区 16000吨 胡柚系列深加工产业化

经营等 6 个项目的建设开发。

4. 整合 财政 支农资金，做 大做

强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项目。积极开展

财政 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积极引导社

会投入，引导和鼓 励 整合其他支农资

金，拓宽支农资金投入渠道，促进支

农资金有序管理、集中投 入和效益提

高。2009年 4月份，争取到中央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水产标准化 高效生态养殖

示 范基地鄂州项目区资金 1000 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以 武昌鱼原种场为主的

2000 亩核心区，三山村、高沟村、六十

村等五 个村在内的 8000 亩辐射区，合

计 10000 亩建设规模的鄂州市水产标

准化 高效 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建设。该

项目将整合各级 财政 支农资金 1932万

元，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851万元，促进

全市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

二、支农资金落实措施不断

调整创新

在 落实各 项 惠农政 策的过程中，

市财政针对各项惠农补贴资金准确发

放难和新形势下财政 支农资金监管难

等问题，摸索出了“严把五 关、推行 六

制”的相应办法。

1.规范惠农补贴资金发放流程。

严把“五 关”（面 积 核 实 关、上墙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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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审核汇总关、资金发放关、监督检

查关），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2009年

上半年，全市共发放各项惠农补贴资

金 5645.84万元，其中，粮食直补 813

万元，综合直补3132万元，农作物良种

补贴 754.78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 700

万元，家电下乡补贴 175.76万元，汽车

下乡补贴 70.3万元。

2.创新财政 支农资金监管机制。

总结出了“推行 六 制、增强六 性”的管

理办法，不断加 强对财政 支农资金的

全方位监管。一是实行源头规范制，增

强财政支农资金使 用的严肃性 ；二 是

实行项目公 示制，增强财政支农资金

使用的透明性；三是实行财政报账制，

增强财政 支农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 ；四

是实行一折直通制，增强财政 支农资

金使 用的安全性 ；五是实行政府采购

制，增强财政支农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

六 是实行全程监管制，增强财政 支农

资金使 用的高效性。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虽然全市各项财政 支农政 策取得

了一定成绩，农业农村经济呈良好发

展态势，但在政 策的执行过程中仍存

在一些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效果

不理想。一是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面

不足 50% ，农业培训及其相应的劳动

技能鉴定培训落不到实处；二是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资金投入分散；

三是农民培训缺乏统一规 划，参与农

民培训的行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农

业产业内部新技 术培训面较窄。部门

间职能交叉，关系不顺是导致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如 农业部门的“阳光工 程”培训，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就 业培训，扶

贫部门的“雨露计划”培训等，对象内

容大致相同，由于涉及多个部门管理，

资金投入分散，造成重复培训，资源浪

费。近几年来，鄂州市只有约 60% 的培

训资金由财政、农业 两部门共同统筹监

管，实行阳光操作，其他 培训资金则按

行业分配到共青团、妇联、建委、科协

等十多个部门，难以 形成资金合力。

2 .落实惠农补贴政策运行成本较

高。由于惠农补贴 涉及的项目多，且分

项补贴的不同步计算，一方面，导致补

贴政策执行程序繁琐，每项补贴都要

经过由各区、乡（镇）、村组组成专班、

逐户核实、逐家登记、填写补贴 登记

表、农户签字盖章、造册登记、张榜公

示无 异议后上报 汇总、补贴资金由邮

政银行进行分解上折的一个复杂过程。

另一方面，导致运行成本增高，各项补

贴面积的核实、补贴数据登记造册、补

贴政 策的宣传、数据的上报 汇总，以 及

相关部门单位 检 查核实，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资金绩效考评机制未完全覆盖

各项财政支农资金。虽然财政部已制

定了《 中央财政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

绩效考评试行办法》，但其他财政支农

专项资金诸如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建设

资金等仍缺乏相应的资金绩效考评制

度。另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不健

全、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关于财政支农工作的政

策建议

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支农投

入应着力解决农村基础 设施、公 共设

施 和公 用事业发展不足的问题，重点

是 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条件，为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良好 的外部

环 境，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

机制。

1.加 大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方面的投入。支持农村沼气建设具有

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一个

10立 方米的沼气池可满足一个四 口 之

家生活 燃料需求，每户每年可节约开

支1000多元，同时又可清洁环 境，促

进农村循 环 经济的发展，应成为财政

支农重点 支持的项目。针对部分农村

小镇水资源紧缺，水污染日趋严重的状

况，投入资金对自来水管网进行全面改

造，并与城区管网对接，大力支持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

2 .加 大对发展循环农业的倾斜力

度。财政 支农资金要进一步对推广猪

沼果（茶菜）、稻 田 养鱼和林粮、林果

间作等生态农业模式给 予倾斜，以 实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 护农村生态环

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3.充分利用财政支农政策杠杆的

撬动作用。拓展支农资金渠道，综合运

用财政贴息、担保贷款、以 奖代补、民

办公 助等财政政 策，发挥其杠杆撬动

作用。

4. 整合农民培训项 目与资金。将

原用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农业产

业化 龙头企业、主导农业产业发展农业

生产基地、优势农产品 板块建设、农业

退耕还林、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县（市）、

新型农民培训等项目及资金进行适当

整合，由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联合掌控，

强化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5. 完善财政 支农资金管理制度。

对财政 支农专项资金制定相应的资金

绩效考评制度，有效加强资金管理，建

立起资金使 用的问责制和问效制，改

变重分配、轻监督、轻绩效的现状，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对现行制度办

法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没有制度办

法的专项资金尽快制定办法，对制度

办法有漏洞的尽快进行修订，明晰各

项制度。

（课题组成员：肖运香  秦昌纯  

杨国文  谢邦忠  宋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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