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撷英集萃

县级农业综合开发机制亟待完善

潘宪臣

长期以 来，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已经成为政府改造农业

基础设施、推进农业产业化 进程、加快农民增收步伐、促

进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抓手。但是从当前农业

综合开发工作的实际情况看，在运行机制上尚存在资金来

源单一且投入分散难以 形成合力、农民参与开发的积极性

不高、项目管理中重建设轻管护忽视效益等诸多问题。对

此，要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机制，使其真正成为为农

业打基础、增后劲、管长远的战略。

——建立统筹开发机制。县域农业综合开发要主动参

与全县支农项目的统筹规划，树立服务农业建设新农村的

大局，以 农业综合开发为载体，打造项目与产业平台。在县

域范围内，积极整合土地治理、扶贫开发、农业生态建设、

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等其他支农项目，

按照“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

补、各记其功”的原则，围绕农业产业化 和新农村建设，将

各类支农资金捆绑使用、相互配合，实现乘数效应。

——在项目立项中引入竞争机制。农业综合开发应依据

山区县与平原县的不同情况分别设立立项条件及标准，引

入竞争机制。一是立项选点竞争。土地治理项目在不违背区

域开发、连片治理原则的条件下，将开发任务面向所有乡镇

公 开招标，对群众积极性高、规划科学、集资能力强、配套

资金及时、组织措施得力、开发效益显著者优先立项。产

业化经营项目要围绕主导产业严格 实行专家评审制度，选

择不与民争利带动示范能力强的项目立项。二是任务安排

与工 程施工竞争。年度分配开发面积，县、乡均以 上年度开

发任务完成情况作为重要依据，坚持实行奖优罚劣的激励

机制。项目施工中，项目区对所有项目工 程实行公 开招标，

择优 录用专业施工队，有效保证工 程质量和进度。三是资

金投放竞争。对于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资金投入，市县财政

部门要坚持施行“多配多投，少配少投，早配早投，不配不

投，限期不配取消开发资格”的原则配套开发资金，以保证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总体效果。

——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

仍强调农民自筹以投资投劳等形式投入，且所占比例较大，

与当前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政策不太相符。随着国家

财力的壮大，农民自筹资金应逐步减少或退出农业综合开

发领域，使农民真正成为农业综合开发的受益者。农业综

合开发应逐步形成以 财政投入为辅、多元投入为主的投入

模式，通过财政投资撬动包括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民营资

本投资农业综合开发的局面。一是吸引业主进入开发项目

区租赁土地，完善项目区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为

调动业主投资积极性，可采取“先建后补、以 奖代补”等形

式，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及农业政策性保

险，鼓励业主积极投资于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及产业化

经营项目。二 是及时足 额 落实配套资金。县级 财政部门应

加强有偿资金管理，强化抵押借款制度，保证有偿资金安

全运行，真正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

办公助、滚动开发”的投入机制。

——创新项目运行管护制度。为避免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成为政绩工程，发挥其长期效益，一方面，要加 强竣工项

目管护，应采取“以 工 程养工 程”的做 法，从工 程的水利设

施及道路林网出租或拍卖所得中提取“管护基金”，用来聘

用专门的管护人员，并依管护情况兑现奖惩，使农业开发工

程发挥长期效益；另一方面，建立农业开发绩效考评制度，

转变目前重任务完成、轻项目效益，重当期效益、轻后期效

益考评的现状，建立新的绩效考评制度。坚持效益优先原

则，将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考评及 当期效益评价与预期效益

现值计算考评等纳入考评范畴，使项目建设与工 程管护措

施成为考评内容，以 绩效考评结果定财政奖补金额，使农

业综合开发真正成为造福于民的幸福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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