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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镇要钱盯着财政
到财政给钱盯着产业

龚 源

一年多以前，到重庆市黔江区财政

局要经费的各乡镇干部络 绎不绝，他

们常常软磨硬泡，让财政局的工作人

员头痛不已，却无可奈何。不过，这种

景象如 今已经再难见到。原来，2008

年，黔江区开展了乡镇财政体制调整工

作，财政的钱跟着产业走，不认真发

展产业，来财政局也是白搭。因此，乡

镇干部纷纷深入基层，为农民提供技

术、资金服务，解决 生产中的实际困

难，从而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实现

了财政增收，改 变了过去““遍地青蛙叫”

的状况，换来了如今的“满塘鱼儿欢”。

2000年黔江区成立以 来的乡镇财

政体制，在调动乡镇政 府培植 财源、

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以 及加 大乡镇保障

力度、化 解乡镇债务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是乡镇之间财力相差悬殊，

受城市拉动作用大以 及 烤烟、矿藏等

资源型乡镇收 入情况较好，支出保障

水平高，人均财力均在 5万元 以 上；

而没有支柱产业的乡镇以 及部分边远

乡镇人均财力不到 3 万元，要 靠上 级

财政补助才能保证基本运转，因此 这

些乡镇经常到区财政软磨硬泡要经费，

根本无心琢磨乡镇经济的发展。同时，

由于财政缺乏科学、合理、有效的转

移支付办法，没有建立激励 约束机制，

区委、区政府只能通过签订责任状等

形式考核各乡镇的生产发展，难以 充

分调动乡镇的积极性。

为了缓 解乡镇财力 悬殊的状况，

保证乡镇正 常运转，把乡镇干部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黔江区

在综合考虑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税源

基础、财政收 支规 模等因素的基础

上，将乡镇分为四 类，采取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的管理办法，以促进城乡统

筹、协调发展。将属黔江主城区、受

城市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经济发展水

平高、收入结构相对合理、收入增长

潜力较 大的乡镇划为一类，实行“增大

事权，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将属于

城市组团或税源相对稳定、区级投入

力度大、项目拉动作用明显的乡镇以

及辖区内资源丰富、财政收 入形势相

对较好、区位 和交通优势比 较明显、

发展后劲较 大的乡镇划为二 类，实行

“分成型”财政体制。将属于中心集镇、

经济基础较好、辖区内有一定规模企

业、工商户较多或属区烤烟主产区的乡

镇划为三类，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

将财政增收乏力、增长潜力不大、财

政 包袱较重、缺 少工商税收、交通区

位处于劣势的乡镇划为四 类，实行“补

助型”财政体制。

同时，为了充分调动乡镇发展产

业的积 极性，区财政改 变了对乡镇财

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将转移支付

数额与支持产业发展实绩挂钩，主要

考核乡镇支持生猪、蚕桑、烤烟等重

点产业的发展情况，实行以 奖代 补，

发展产业情况好的多奖励、情况差的

不奖励。将收 入较好乡镇的收入基数

适当下浮，给乡镇留有增收空间，鼓励

乡镇超收。同时，鼓励 乡镇招商引资、

新办企业，按““谁投资（招商），谁受益”

的原则划分收 入级 次，乡镇招商引资

企业产生的税收全部归乡镇，招商引

资乡镇与企业 注册地不一致的，引资

乡镇和注册地乡镇实行税收 2：8分

成。此外，对辖区的工 程建设项目，按

入库地方税收的 30% 补助给项目实施

地，作为协助工 程建设工作经费。

体制调整以 来，黔江区的基层运

转得到保障，特别是财政激励 机制充

分调动了各乡镇发展产业、招商引资

的积极性，他们纷纷 开拓新思路、探

索新机制，大力支持经济发展，产业

发展步伐加快，财力不断增强。

所辖的白 石 乡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新一轮财政体制确定以 后，为调动

乡镇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白石 乡

实行了“行政机关分线运行，事业单位

独 立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制度

改革。

行政机关的整体工作被分为产业

发展线、政策法规线、基础设施建设

线、党务群团及 后勤保障线，每条线

落实一名分管领导，人员实行竞争上

岗，将工作任务、工 作经费和工 作津

贴切块核算到线，使责、权、利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了行政机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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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工作积极性。

事业单位 实行工 作经 费 包干制

度，将产业发展项目交给事业单位 来

实施，并将产业发展情况 与单位、个

人经济利益挂钩，严格 奖惩，实现以

事养人，锻炼他 们 当家理财的能力，

激 励 他 们挑 重担、办大事。经 区委、

区政府考核，凡单项工作获全区第三

名或三等奖、优秀奖的事业单位 奖励

3000 元；获第二名或二等奖的事业单

位 奖励 4000元；获第一名或一等奖

的事业单位奖励 5000元。如果有一项

工作考核结果不达标、不合格或只是

基本达标、基本合格，则取消该单位

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津贴或工作经费，

单位负责人年底考核为不称职，将自

动辞去现任职务，另行安排工作。据

测算，各中心、站只要完成目标任务，

人均福 利将在 1.5万元 以 上，达到甚

至超过机关人员的津补贴标准。

于是，产业发展线的干部下村组

抓生猪、蚕桑和辣椒产业；新农村建

设线的干部走村入户抓农村公 路、人

畜饮水、开发扶贫。村里 天 天都有乡

镇干部的身影，村民有问题、有困难，

随时都可以 和干部交换意见，得到乡

镇干部的帮助。
“要是没有乡里干部的帮助，没有

畜牧兽医站的指导，我的收入怎么会

翻几 番哟！”白石 乡中河村养殖户秦

绍荣数 着

崭新的钞

票，对 乡

干 部 感

激 不 已。

20 0 8 年，

她家生猪

养殖纯收

入达到 了

15万元。

几 年

前，秦 绍

荣搞起了生猪养殖。可是，2006年生

猪市场持续低迷，不久猪圈又被洪水

冲垮了，她 亏得血 本无 归，流 着眼 泪

对丈夫说：“靠养猪致富看来是没有

指望了。”在秦绍荣失望的时候，乡里

的干部来了，畜牧兽医站的技术员来

了。接 着，200 万头生猪屠宰场落户黔

江了，解决了生猪销售问题；河堤改 造

工程开始 动工，养殖户再不用担心猪

圈会被洪水冲垮。从来都是在“自生自

灭”中发展生猪产业的秦绍荣感慨 不

已 ：“乡里的干部真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呀！”

2008年10月15日是白石乡蚕农集

中交售秋 茧的日子。乡信 用社半天 就

把准备金支付完了，可蚕农仍在交售，

信用社不得不申请紧急调款。安山村

支部书记向福自豪地调侃 ：“能不把

信用社的钱取光吗？我们一个村的产

量就是400多担，农民要领 40万元的

现金。”以 前，安山村因为曾遭遇过养

蚕 失败的打击，村民没有积 极性，乡

里也没人帮农民规划产业、提供 技术

指导，所以 产量极低。自从实行分线

运行、绩效考核的机制后，干部沉下

去宣讲退耕的政 策补贴 和国家“东桑

西移”的良好机遇，帮助各村进行产

业规划，指导农民用现代技术养蚕。

“封园”、“刷白”、“定枝”、“饲养”每

一个环 节都亲临指导，不但 提 高了村

民养蚕积极性，还使家家户户都掌握

了养蚕技术。乡里干部还通过土地流

转方式，把外出务工 人员的撂荒地集

中起来，通过奖补等措施发展规范化

养蚕。2008年，村民姚兴 述一户就产

茧 46 担，产值 近 4万元。全村产茧从

只有46担发展到 400多担。

一个个生猪养殖大户、养蚕大户、

辣椒 大户培育起 来了；一条条村公路

代替了驮马古道；一根根自来水管取

代了千百年的挑水桶 ；一座座文明村

寨建起来了。白石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2008 年，白石乡高规格、高

质量完成了 300 亩蚕 桑的补栽任务，

形成了 5500 亩优质桑园规模；顺利发

展辣椒 5000 亩，打造了辣椒产业；形

成了拥有能繁母猪 6500 头、存栏生猪

4万头、出栏肥猪 3万头的生猪产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农业人

口 的 85% 以 上，超额完成区里下达的

目标任务；改造村道公路 15公里，新

修村道公 路 7公里，全乡 42公里村公

路已全部纳入规范化 管理；8个村全

部启动了人畜饮水整乡推进工作，90%

的村民将喝上自来水；全乡农民人均

纯收入可望达到 3200 元左右，同比增

长 21.4% 。

白石 乡只 是黔江区乡镇财政体制

改革成效的一个缩影。据了解，2008

年，全区乡镇总财力达到 1.08亿 元，

人均财力达到 4.3万元。全区产粮 24.4

万吨，增长4.9% ；出栏生猪 65万头，

生猪产能达到 120 万头，进入全国生

猪调出大县行列；新造桑园 4.9万亩，

产茧 2.19万担，增长 55.9% ；种植烤

烟 7.5万亩，收购烟叶 14.6万担，实现

产值 9864.7 万元；蔬菜、猕猴桃等特

色产业稳步发展，全区经济发展迈上

了新台阶。

（作者单位：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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