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了较大成效，洱海成为了全国城市

近郊保 护得最好的湖泊之一。一是

水质总体向好 的方向发展。2004—

200 8 年 连 续 四 年 洱海 全 湖 水质从

原来局部下降到 Ⅳ类，恢 复到总体

达到并保持Ⅲ 类，2006 年有 2 个月、

2007年有 4 个月，2008 年 有 8 个 月

达到 II类水质标准。二 是 主要入湖

河流水质向好 的 方向发展。洱海主

要入湖河流 弥苴河水质到 2007 年有

1 个月、2008 年有 5 个月 达 到 I 类

标准。随着苍山十八溪治理的全面启

动、凤仪 和开发区满江片区污水管网

的 配套建成，十八溪和波罗江的水

质也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三是湿

地净化向好的方向发展。20 05年以

来，随着洱海湖滨带生态恢 复工程的

实施，洱海植被、渔业资源等逐步恢

复，生态系统净化 功能得到加强。据

监测，局部湖湾水质明显比往年同期

提 高 一个等级，洱海生态系统开始

转向良性 发展，环 湖湿地净化 水质

作用明显。四 是洱海自净能力向好的

方向发 展。2003 年，洱海水生植物

仅 在近岸区域分布。随着洱海管理

条例的修订，洱海最低 运行水位 保

持在1972.61 米以 上，加上采取“三

退三还”、“双取消”及湖内水生生物

恢复保护等一系列工程实施后，洱海

水生植物生长分布区域逐年增加，沉

水植物平均分布下限恢复到 6 米，并

保持良好 态势。

（作者单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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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财政扶贫工作纪实

龚永红  陈晓斌

自 2001年国家实施新一轮扶贫开

发以 来，作为国家扶 贫开发工 作重点

县，湖南省新化县财政部门发挥财政

政策带动、资金驱动、机制推动作用，

为全县扶 贫开发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截至 2008年底，全县绝对贫困人

口 由 1999年的 18.7 万人减少到 10.48

万人，减少了43.9% ；人均纯收 入由

1999年的 1095元 增加 到 1624 元，增

长 48.4% 。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新

化 县财政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和项目单

位 不断加 大对项目和资金的争取力

度，着力加 强以 公 路和农田 水利建设

等为 重点的基础设 施 建设。2001—

2008 年，全县 累计争取扶 贫资金 1.5

亿 元，新修、整修公 路 1389公里，架

设公 路 桥 45座，解决了 70 个村的通

路问题。如历时 5年、投资近 7000 万

元的新白 沿江公 路的竣工 通车，彻底

解决了河东沿线11个特困村、17个交

通死 角村村民的行路 难题，有效 改

善了沿线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

了公 路 沿线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新建

人畜饮 水工 程 810 处，解决了 6.89 万

人的饮 水难题。如 2006 年县财政投

资近 30 万元，为圳上镇赤竹村修建

了 2 处 人饮工 程，使 全村 1200 余人

饮上了自来水，彻底解决了村民的饮

水难题。新修、整修高标准渠道 950

公 里、山 塘 3761口、电排 27 处，修

复河堤、塘坝等水 利 水毁工 程 48 公

里，解决了 17 万 亩的农田 灌溉 难题。

2002—2008年，全县粮食总产平均

稳定在 3.65亿公斤左右，成为全省有

名的种粮大县和双季稻田成建制亩产

过吨 粮县。

——产业扶 贫稳中求进。新化县

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使之成为稳定解决群众温饱、增

加群众收入的重要载体。一是着力扶

持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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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华松松脂、大众竹木、绿源食品

等一批带动力强、辐射面宽的龙头企

业和中药材协会、生猪协会等专业合

作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进行帮扶，促

进龙头企业与特色产业及贫困农户的

链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农

民增加收入。至 2008年底，全县新增

农业产业特色基地 55个，形成种植、

养殖、加 工、销售产业基地和小区 68

个，年产值 10 万元以 上的农产品 加工

企 业 231 家，加 工 产值 9亿 元，年产

值 1000万元以 上的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13 家。已培育出农产品 十大品

牌，如白溪豆腐、前进食品、槎溪玉竹

等都荣获过国际农博会、国际食博会

金奖，产品 名声在外，深受市场欢迎。

二是支持发展种养业大户。充分利用

财政贴息资金和为种养业大户争取扶

贫资金支持他们扩大规模，把种养大

户发展壮大起 来，带动周围群众发展

种养业，让广大农户得到实惠。如 游

家镇金枫 村伍 助前，2004 年以 前由

于资金缺乏，养猪场一直难以 形成规

模。2005年，财政部门利用财政贴息

资金支持其在农村信用社贷款 100万

元，并争取扶贫资金 10万元，以 扩大

养殖规 模，当年养殖母猪 150 头，出

栏肥猪 5200 头，年产值 达 600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该村掀起了养殖热潮，

全年出栏仔猪 200 头以 上的就有 8户。

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全县涌现出了博

泰农业、昌盛公 司、五一养猪场等规

模化、集约化 程度较高的现代化 生猪

养殖场。

——科技推广和扶贫培训效果凸

显。财政部门通过开展送科技下乡活

动和举办扶贫培训班进行智力扶 贫。

一是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加快

农业科技的普及 和推广步伐，提 高农

业科技入户率。2005—2008年，全县

送科技下乡培训村民 5.36万人（次），

发放科技资料 4.76万份。特别是 2005

年全县 开展了 3000 干部下基层送科

技活 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得

到了人民群众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二是加 大扶贫培训力度。2005—2008

年，全县 共投入财政扶 贫培训资金

928万元，组织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其

中组织劳务技能培训43期，培训人数

达 9135人，培训后转移输出 6818人，

人均年收 入 9800 余元，帮助 5433 个

贫困家庭共 2.2 万人摆脱贫困。同时，

向省市扶 贫培 训定点学校输 送贫困

村青年2980人参加 劳动力转移培训，

实现转移就 业 2920人，转移就 业 率

达到 98% 。白 溪镇俗 美村村民 吴琼，

2005年参加 娄底职业技术学校酒店

管理专业培训后，被推荐到北京一家

大酒店工作，因工作出色，2007年被

提拔为经理助理。西河镇架桥村女青

年何丽香，参加湖南生物技术培训后，

与 4个村民承包了 300多亩金秋梨，运

用学来的技术，加 强对金秋梨的管理，

产量比以 前大大增加，人均年收入增

加 2万元以 上。

（作者单位 ：湖南省新化 县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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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亭：

加大对小麦秸秆还田扶持力度

三夏期间，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财政部门加 大

对小麦秸 秆 还田 的扶持力度，免费为全区 200 多台

小麦联合收割机加 装小麦秸 秆切碎还田 机，既节约

了种地成本，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效，又 解决了乱焚

秸秆 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李 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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