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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凤还巢”工程  

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

熊 建  宁 林  郑联群  姜厚兵

为把 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转

化 为新农村建设的创业人才，近年来

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大悟县把“走

出去”的农民工 视作“凤凰”，把 家乡

建设 成他 们的栖巢，大力实施“凤还

巢”工 程，通过上门邀请、优化环境、

出台优惠政策、全程服务等措施，建

立了一套吸引和鼓励 农民工 返乡创业

的长效机制。
“上门邀请”吸引“凤还巢”。一是

“明家底”。县乡两级 政府每年都对本

地在外务工 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普查，

摸清他们的务工 经商地点、从业情况、

资产状况、发展设想、联 系方式等。二

是“请进来”。每年在外出务工 人员返

乡集中的春节期间，由县主要领导召

开一次外出劳务人员恳谈会和返乡创

业之星座谈会，向他们通报家乡情况，

加强感情联络。在全县营造了“外出创

业光荣，回 乡创业有功”的浓厚氛围，

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发展。三是

“走出去”。在北京、深圳、天津等 8个

农民工集中的城市设 立招 商办事处，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立商会，聘

请在外事业有成的大悟籍农民工 担任

家乡招商顾问，实现常年招商。对在外

创业有一定规模、又具备在家乡发展

条件的外出务工 人员，县乡负责人每

年定期上门向他们通报家乡的发展情

况，推荐招商项目，引凤还巢。

“优惠政策”助推“凤还巢”。一是

出台优惠政 策，开辟绿色通道。对返

乡创业的务工 人员在土地出让、税款

征收、工 商登记、用电、信贷等方面享

受与外商同等优 惠的政 策，并专门出

台了针对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 关于吸纳

民间资金兴 办企业的若干规 定》。二

是建立创业园区，壮大发展基地。不

少乡镇在园区设 立了基地，鼓 励 返乡

创业企业入园，实行园区干部专人专

事工作责任制，解决返乡创业企业建

设中的各种困难。三是搭建沟通平台，

营造创业氛围。放宽农民工 进入创业

市场的条件，扶持发展特色经济，允

许农民与法人、其他 组织作为投资主

体，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优 质服务”巩固“凤还巢”。一是

开设 服务窗口，推行无偿代理。在行

政服 务中心设 立专门窗口 ，为返乡创

业提供服务，无 偿 办理各种证件，落

实手续从简、办事从快的便 民措 施。

二是履行岗位责任，专题释疑 解难。

专门建立民营经济领导体制和管理机

制，列入政府任期目标和有关部门岗

位目标，定期考核，严格 奖惩。一方

面给返乡创业农民工 提供“保姆 式服

务”，真正 让农民工 返乡创业引得来、

留得住；另一方面，针对农民工 创业

缺乏指导的问题，成立了 7个农民工

返乡创业协 会，举办了 10 多期创业培

训班，聘请专家、学者、能 人授课，

使 返乡创业 农民工掌握创业的基本

知 识 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提高其创业

水平和成功率。三 是结合城镇建设，

用活用好各种政 策。要求各相关部门

对农民工创业采取正 确的分阶段引导

政 策，完善农民工创业指导、融资担

保、技 术开发、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

务体系。
“榜样力量”激励“凤还巢”。定期

开展表彰返乡创业优秀人员活动，并

积 极吸 纳返乡创业 人员参与政 治生

活。从 2004 年起，每年年初都在全县

范围内评出返乡创业十大明星，由县

政府通报表彰，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回

乡创业者。2005年以 来，全县有 60余

名外出农民工 返乡参与了村组干部竞

选，有40 多人担任了村干部；10 多人

当选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同时，在

农民工 返乡和外出时，组织有规模的

迎送仪式；对返乡有困难的，提供票

务服务；在外务工期间，不能及 时回

乡抢收抢种的，组成“助耕队”，帮助

缺 少劳动力的家庭春播秋收。

经过几 年的努力，“凤还巢”工 程

在提 高农民收 入、缩小城 乡差距、促

进农民工 就 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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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动了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回 乡

创业的农民工农靠打工 时掌握的技 术

开发家乡资源，在农林禽裙级生产的

基础上，形成了以销售定加工 、以 加 工

定生产的“贸工农”发展格局，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农业技 术推广体 系的缺

陷，拓展了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空

间，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据调查，返

乡创业 农民凝资办企业的约占 34% ，

从事种植养殖的约占 52% ，成 为 经纪

人的约占 6% ，回 乡创业改 变了农村经

济单纯依靠镣统农业的格局。

形成了以创业带就 业、以 就 业促

创业的格局。全县每年12万外出务工

的农村劳动办中，目前已有近2 万农

民工 利用农外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

金，回 到农持凝展现代农业和工商企

业，兴 办的企戴总数占到该县乡镇企

业总数的 1/5，实现了由普通打工者向

创业者的转变，形成了以 创业肇就 业、

以 就业促创业的格局，为农民提供了

容量大、门槛低 i 易接受的就业渠道，

带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震。据调

查，回乡创业人员每兴办一个企业，可

以带动约 4人就业，每人每年平均增

收 2000元左右。
为县 域经济发展 注 入了.新活力。

回乡 创 业 者通过股份合作制、股 份

制 i 合伙、独资经营等形式，领办或

创办企业，促使资金、技 术等向农村

地嚣集中，大 大提高了县城资源整合

和集聚能力。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

金县返 乡创业 农民 工 共申办 个体 工

商营业执 照 5000 余户，创 办投 资规

模莲 10 万元以 土的企业 798户，吸纳

农民 工1.1 万 人，总资产 16.9 亿元，

年产值 23.6 亿 元，大大促进了县域经

济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悟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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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村财民理乡镇代管的实践

马 军  张科儒  翟昌福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级

财务越 来越 成为农村诸多 矛盾的焦

点。四 川省广元市财政部门依 照《 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会计法》、《 村集体

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 定，结合本

地实际，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村账乡

代管等多种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切 合

当地实际的村级 财务管理新机制，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村财民理乡镇代管的尝

试

目前广元市村、社级经 济组 织财

务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村财民理

乡镇代管和村财村管模 式。其中，实

施村财民理乡镇代管的村共 2158个，

占到了全市村集体组织的 92.5% 。

村财民理乡镇代管模式是指在保

证村级 集体资金的所有权、使 用权、

审批权、监督权等权利不变和坚持村、

社债权债务管理责任 不变，村集体资

产管理责任不变，村级 收 支平衡责任

不 变，以 村为会计主体的前提下，由

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与乡镇村财民理

乡镇代管办公室签订委托代理记账协

议，对村级 财务实行统一制度，统一

审核，统一记 账，统 一公 开、统一建

档的“五 统一”服务。全市从1999年

开始 探索村财民理乡镇代管模式，各

县区成立了由财政、农业、民政、审计

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农村财务清理领导

小组，切实加 强对农村财务清理工作

的领导与协调。各乡镇成立了相应的

农村财务会计管理改革、财务清理机

构，建立了村财民理乡镇代管办公 室，

负责会计代委托服务工作。会计服务

人员由乡镇财会人员和农经管理与信

息员组成，原村会计、出纳择优留用一

名任报账员，入账发票必 须有经办人、

证明人、审批人、村民监督小组和乡

镇审核员签名或盖章，财务公 开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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