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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赣鄱大地现代农业发展新蓝图

——江西省实施中央财政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纪实

张 胜  万小兵  谢宗博

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江西省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总额达 2.2亿元，支

持江西省发展水稻、桔橘、水产和油

茶产业。江西省财政抓住 这一难得的

农业大发展机遇，与相关部门通力协

作，制定实施方案、整合部门资金、创

新管理机制，保证了中央财政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项目尽快启动和顺利实施。

夯实基础：四大产业建设孕育

农业发展新希望

在确 定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扶持

项目时，江西财政根据省情，选择了

粮食、柑橘和环 鄱阳湖水产、油茶四

个产业重点支持。作为水稻生产大省，

2004年以 来，江西省水稻生产虽然得

到了长足 发展，但农业基础仍然比较

薄弱，全省共有耕地面积 4292 万 亩，

其中中低 产田 占 68.4% ，导致粮食生

产水平较低，单产不高。而标准农田

的改造，特别是瘠地变沃 土、荒地开

垦等工程，前期一次性 投 入大，资金

短缺 成为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上半

年，中央财政拨付 1.5亿支持江西发展

现代农业，省财政在水稻标准农田 改

造上安排 7500万元，计划用3 年时间，

在南昌县等11个县，按照“田成方、渠

相通、路相连、旱早灌、涝能排”的要

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完善病虫害

防治体 系以 及提 高良种覆盖率和土壤

有机质等，建设 11 万亩标准农田。在

全省形成鄱阳湖产区、赣抚平原粮产

区、吉泰盆地粮产区和赣西粮食高产

片“三区一片”的水稻优势产区。由此，

一场改造标准农田的工 程在赣鄱大地

上蓬勃展开，随着标准良田、造地增

粮工程的实施，江西省水稻生产的潜

力将进一步提升。

除了水稻产业外，近年来，江西省

柑橘、水产养殖业优势明显，发展势头

迅速。2008，省财政安排资金 7500万

元，在于都等10个县建设优质高产生

态标准化橘园基地；在彭泽县等11个

县建设 2万亩标准化池塘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基地，改扩建5个主要水产养殖

品种良种扩繁场。此外，省内 8个油茶

产业示范县（区）也获中央投入2400万

元，建设 1.9万亩油茶高产示范基地。

科技推广：先进技术为现代农

业领航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

中，要将科技因素渗透到各个环节中，

财政资金在推广和使 用现代农业技术

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江西省水稻产业整合的 3 亿多元

资金中，水稻 集成技 术项目的推广资

金就安排了1.3亿 元，实施了优良品种

示范、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

治、全程机械示范等技术工程。2008

年，全省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

用面积 达到 400 多万 亩，病虫害防 治

专业 组织达到 330 个。 “三区一片”

的 58个粮食主产县出现了科技推动粮

食生产发展的可喜面貌。17个国家级

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县、14 个省级 粮食

高产创建示范县、27个粮食高产辐射

县，通过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等粮食生

产新模式，集成良种示范、抛秧、土

壤有机质提升、病虫害防治、农机机

械化 等技 术，全面提升了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和竞争力。

与此同时，财政还从 政策补贴上

引导农民科学种粮、规模种粮、机械

化种粮，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给农

民的补贴达到 33亿 元，让全省农民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鼓励农民种植

水稻良种，全省下拨 了良种补贴 资金

2.9亿 元；鼓励农民规模化 种粮，新

增了种粮 大户补贴，50 亩以 上的种粮

大户都可 享受；鼓励农民 机 械化种

粮，安排农机 购置补贴 资金 2亿 元，

全省水 稻 机耕、机 收 水平分别达到

70% 、55% ，水稻 生产耕种收 综合机

械化 水平达 42.5% 。

柑橘、油茶、水产业也同样呈现

着一幅向科技产业看齐的局面。省财

政投 入 2000 万元，在 渝 水区、安 远

县、赣县、南丰县等地分别建成国家

级 柑橘良种苗木繁育基地，繁育大量

无 病毒柑橘良种苗木。据 统计，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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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无 病毒柑 橘繁育能力 1000 万

株。水产则建造池塘标准化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基地，合理搭 配养殖品种和

密度，推广使 用微 生态制剂，测水施

肥 和生态修复等调控技术。进贤县青

岗湖水产养殖试验场 2008年获得 10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进行良种繁

殖设施改 造，项目改 造后养殖场鱼苗

产量将从 2亿尾提高到 5亿尾。

整合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现

代农业大发展

现代农业的发展只有整合各方面

的力量，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 来捆绑

使用，才能催生出新的生产力。江西省

为发展现代农业生产项目，在同一个

项目区，将老区建设、水土保持、林业、

水利、以 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退

耕还林资金等涉农资金捆绑使 用，以

提 高使 用效益。在中央财政投 入 2.2

亿 元的情况下，以 水稻、柑 橘、环 鄱

阳湖区水产和油茶产业 为平台，进一

步加 大资金整合力度，整合地方支农

资金 5.05亿 元，其中省本级 财政支农

专项资金 3亿 元，包括小型农田 水利

建设资金 1.5亿 元、基层农业技术服

务经费 0.5亿元，农业产业化资金 1亿

元。通过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带动、吸引项目单位 和社会资金

投入7.58亿 元，使 这四 个产业项目总

投资达 14亿多元。现代农业发展搭建

的支农资金整合平台使得发展资金进

一步壮 大，资金规模 效益逐步显现，

为今后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 水稻产业 为例，第一批安排中

央财政资金 7500 万元，整合粮食高

产创建资金、测土配方施肥、农业高

新技 术示 范项目等10 个方面资金 达

2.3亿元。其中1.74亿 元集中用于高标

准良田 建设，而测土配方施肥、有机

质提升等方面的资金则不需要重复投

入，中央资金主要用于灌渠、排洪 渠

等未曾安排过财政资金的建设项目。

项目驱动：农业产业化成为农

业发展新引擎

现代农业的目标是产业化，即突

破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 农产品原料

生产的局限性，实现种养加、产供销、

贸工 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

更加 紧密。要使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

品 升值，就要让农民和生产加工 企业

结合，与市场对接，逐步延伸产业链。

为鼓励 龙头企业扩大规模，提高农产

品 附加值，增强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

化 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江西省积极筹

措并安排资金，对省级以 上龙头企业

进行贷款 贴息，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

“十百千”工 程中的企业，优先发展精

深农产品 加工型企业，鼓励 企业技术

创新和创品 牌，提 高科技含量，推进

品种特色化、生产标准化、基地规模

化。目前，江西省农业产业化建设项目

有 220 个，总投资70 亿 元，占总项目

数的 52% ，项目带动已成为增强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载体。

同时，江西省财政安排 1700万元，

以订单补贴的方式，对为“双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优质农产品原料

的 20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37011户社

员进行奖励，以 鼓励农民 为龙头企业

提供原料，帮助龙头企业建立稳固的

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引导建立“企业

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模 式，从而帮助农民实现小生产与

大市场的对接，达到促进农民增收 致

富的目的。

创新机制：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资金拨下去了，要真正 发挥它应有

的效益，要靠机制创新，制度保障。江

西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坚持“保粮食、

扬特色，强基础、重科技，建制度、推

整合，抓绩效、促 发展”的二十四 字方

针。各个现代农业项目建设从发展规

划、产业建设内容、资金概算、整合

方案、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方面制

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同时，制定了中

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实施细则，对资金安排、使用、

项目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使得项目

建设、资金整合、资金使 用等有章可

循，规范运行。按照“批复一县下达一

县”的原则，对于实施 方案符合标准

的项目县及时下达资金，不符合标准

的项目县，资金不予下达。现代农业项

目资金规模较大，在资金管理上要严

格实行县级报账制，财政部门和有关

资金使 用单位都设 置了专账进行资金

核算。

按照“看得见、摸得着，有指标、

能考核”的原则，对现代农业发展项

目进行绩效考评。一是研究制定绩效

考评办法。通过设 立简便、易行、有效

的考核指标，重点考核各地各部门是

否按实施方案的要求整合和落实项目

资金，是否按方案要求使 用资金，是

否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预期

目标。二是进行实地检查。在粮食项

目方面，看农田 水利设 施 建设 情况，

看农田 规划情况，是否达到标准农田

的要求；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方

面，看是否 连 片开发，规模是否扩大，

技术是否改良；在农技推广方面，也

必 须有看得见的成效，有具体的技术

实施 情况。重视不 够、实施 不力、效

果不好的项目县将遭到淘汰，下一年

不予以资金支持。管理机制的建立，使

得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更有保障，

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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