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提高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效益

黑龙江省财政厅

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 世 纪的粮

食短缺时期，黑龙江省始终把发展粮食

生产摆在农业的首位，并通过长期发

展 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2 00 8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双创下

历史新高，粮 食播种面 积 16482 万 亩，

比上年增加 251 万亩；粮食产量达到

845 亿斤，比上年增加 53 亿斤，粮食生

产取得了丰硕成果。

充分发挥奖励政策效应

从 2 005 年起，国家在对农民实行

粮食直接补贴的同时，出台了对产粮大

县的奖励政策。目前，黑龙江省共有 76

个县、市纳入产粮大县奖励范围，占全

省县、市总数的 96.2 % ；累计发放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 61.7 亿元。为了将这一

惠民政策落实好，最大程度地发挥政

策效应，黑龙江省财政厅在搞好政策宣

传的同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界定使用范围。为充分利用好

奖励政策，有效使用奖励资金，黑龙江

省制定下发了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对奖

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于奖励资金 用于财力部分，明确了

“四用三不用”原则。“四用”，即产粮大

县奖励资金主要用于保 障县 乡基本支

出、农村公 共事业建设、化解乡级债务

和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 等四 个方面。“三

不用”，即奖励资金不得用于新建办公

楼、培训中心，不得用于搞短期行为和

不切实际的“政绩工 程”、“形象工 程”，

不得用于购买小汽车。对于 2 0 0 8 年国

家新增的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明

确规定 用于粮食和油料产业发展，不

得用于财力性支出。资金重点用于地方

农业保险保费补助、流通设 施改造、粮

油精深加工 与生产、支持粮油安全等方

面支出，支持方式为贷款贴息和补助，

其中对于农业保险、流通设施改造、粮

食生产、粮油安全等方面支出主要采取

补助方式，对粮油加工 等竞争性领域

项目主要采取贴息方式，并且确定每个

项目贴息限额。通过界定资金使用范围

和支持方式，有效 规范了奖励资金的

使用行为，为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奠定了

基础。

——及时分配拨付。为将国家对产

粮 大县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基层，黑龙

江重点抓了两个环节的工作。一是定原

则、细 测算，科 学合理地分 配奖励资

金。20 0 8 年，国家 油料大县奖励资金

下达后，为保证奖励资金分配 公 平合

理，全省按照“公 开、公正、透明，突出

重点品种、奖励重点市县，测算到县、

拨付到县”的原则，严 格以各市县《 统

计年鉴》为依据测算分配奖励资金，将

《 统计年鉴》中 2004—2006 年三年平

均（以下简称“ 三年平均”）油料产量和

油料播种面积分别位于全省前 63 名的

县（市、区）纳入奖励范围。在此基础

上，按照各县、市三年平均油料产量和

播种面积占全省的比重及各占 60 % 和

40 % 的权 重分 配奖励资金，并设 定了

奖励最高限额。按此方法分配 后，县、

市最低奖励额度为 105万元，最高奖励

额度为 70 0 万元。这样分配既奖励了重

点县、市，突出了奖励政策的引导作用，

又同时考虑了地域差异因素，兼顾了政

策覆盖面，有效化解了矛盾。二是抢时

间、争主动，及时足额拨付奖励资金。

黑龙江省气候寒冷，项目施工期短，对

资金投放的时间性要求较高。因此，在

每年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拨到省后，省财

政立即按照国家下达的产粮 大县名单

和奖励额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奖励

资金直接拨付到相关县、市，做到了不

拖、不欠、不挤、不占，保证了资金的及

时有效使用。

——强化监督管理。为杜绝奖励资

金在使用过程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

黑龙江省通过建立“五项制度”，加强了

对奖励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一是建立

检查制度。对各县、市奖励资金用于财

力部分，在奖励资金下达后，省级财政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对受奖县、

市资金 使 用情况进行检 查，防止违规

使用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二是建立项目

报备制度。对 2008 年新增奖励资金部

分，省财政要求各受奖县、市对其确定

支持的项目，必须要将项目有关情况报

省里备案。备案时不仅要详细说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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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支持方式和支持的理

由，还要附上拨款凭据，确保资金

用于粮油产业发 展。三是执行政

府采购制度。对县、市确定的属于

用奖励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要通

过各级政府采购机构进行统一招

标采购，并按招标采购结果 适 当

安排资金，做到公 开透明，杜绝“暗

箱操作”，保证奖励资金的节约使

用。四是建立跟踪反馈制度。年终

时，各受奖县、市要向省里全面报告资

金使用情况，并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

和效果进行总结和评价，对今后奖励

资金 使 用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为进

一步做好奖励资金管理和使用提供经

验和借鉴。五是建立动态监测制度。为

保证受奖县、市符合国家和省里的奖励

标准，全省将所有受奖县、市纳入了监

测范围，严格依据统计部门的法定统计

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对不符合产粮 大

县条件，弄虚作假，冒领补助的，一经

查实，按有关规定取 消奖励资格，追缴

奖励资金。

粮食生产突显“五个促进”

国 家 产 粮 大 县 奖 励 政 策 制定 科

学、资金下拨 及 时，省财政工 作部署

早、落得实，相关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政

策效应，全省粮食生产突显出“五个促

进”。

——促 进了地方政 府发 展粮食 生

产积极性的提高。2 0 0 4 年国家出台的

粮食直补 等政 策虽然调动了农 民种粮

积 极性，但由于粮 食对财 政 贡 献小，

越发展粮食生产，地方财政 压 力越大

的问题未得到有效 解决，影响了地方

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2 0 05 年

以 来，国 家在不 断加大粮食 补贴力度

的同时，又实施了产粮 大县 奖励政 策

且力度不 断加大，两项 政 策的组合 出

台，实现了两个积极性的同时调动，使

政策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 2 0 04 年相

比，黑龙江省农 业生产突出表现为“三

个 增加”，即生 产资金投入 大 幅度增

加，200 8 年 全 省 种植 业 生 产 资金 投

入 300 亿 元，增加 95 亿元；标准化作

业面积 大幅度增加，全 省标准化面 积

达到 1.5 亿亩，增加 6 80 0 万亩；粮食

产量大幅度增加，2 0 0 8 年全省粮食总

产达 到 845 亿 斤，比 2 0 0 4 年增产 218

亿斤，4 年累计增产粮食 64 8 亿斤。为

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目前全省 已编

制《 千亿 斤粮食 生产能 力战略工 程 规

划 》，计 划 到 2 012 年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10 0 0 亿斤，力争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更大贡献。

——促进了县 乡财政困难的有效缓

解。国家出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后，促

进了全省县、市人 均财力水平的大幅度

提 高。200 5 年，黑龙 江省县 级 人均财

力为 2.21万元，首次超过 2 万元。2007

年，县级人均财力近 3.5万元，突破 3万

元大关。几年来，全省累计有 34.5 亿元

的产粮 大县 奖励资金 用于县 乡基本支

出，有效地保证了县乡基本支出的需求。

有的县、市将奖励资金用于保障教师工

资、兑现省规定的津贴补助项目；有的

县、市弥补公 用经费不足；有的县、市

安排了必要的事业发展支出；有的县、

市偿还了部分政府历史债务。如绥化市

自“两撤两建”（绥化行署撤地建市、绥

化市撤市建区）后，其北林区由于财力

不足，与市级地方津贴、补贴标准长期

不一致，国家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到位后，北林区将奖励资金全部

用于补发津贴 补贴，逐步拉齐了

市、区工资标准，增强了广大基层

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公 共事业落

后状况的明显改善。据初步统计，

20 05—20 0 8 年，国 家拨付黑龙

江省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中累计

有 14.1 亿 元 用于农村公 共事业，

占奖励总额的 22 .9% 。其中，用于医疗

卫生事业支出 3.1 亿元，占奖励总额的

5% ；用于水、电、道路 等公 共设 施建

设 9.8 亿 元，占奖励总额的 15.9 % 。这

些资金的投入，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公 共

设 施条件，进一步缩小了城 乡公 共事业

发展差距。

——促 进了农 业 基础设 施建设 的

加 强。据 统计，20 05—20 0 8 年，产粮

大县 奖励 资金 6.6 亿 元 用于了农 业基

础设 施投入，占奖励总额的 10.7% ，其

中，用于农业水利设 施建设 3 亿元，占

奖励总额的 4.9% ；用于基本农田建设

2 亿 元，占奖 励 总额的 3.2 % ；用于农

业新技术推广 1.1 亿元，占奖励总额的

1.9 % 。农 业 基础设 施条 件的改善，为

全省粮食实现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粮食标准化和产业化加

快发展。2 0 0 8 年国家新增的奖励资金

绝 大部分用于粮食生 产标 准化建设，

其中，为尽快实现水稻标准化育秧，提

高水稻生产水平，全省建设了水稻标准

化育秧大棚 4.8万栋，进一步促进了水

稻产 量的提 高。另外，针 对粮食 精深

加 工 规 模小、水平 低、带 动能 力不 强

以 及粮食 流 通设 施陈旧 落后 的情况，

20 0 8 年用产粮大县 增量资金加大了对

粮油精深加工 和流通设 施改造的扶持

力度，极大促进了粮食 生产、加工 和流

通各环节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农民增产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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