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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平均每年可新增产值574.8万元，

增加纯收入120.7万元，附近农民人

均可年增收239.7元。

科技兴农效益充分发挥

农作物和林木是否感染了病虫

害？牲畜是否患病？土壤有机物含

量是否均衡？现在只需一个电话，临

近的基层农业技术站工作人员就会

赶赴现场帮农民认真查找问题、解决

疑难。

2009年，沙河财政筹措资金147 

万元，支持涉及农业、水利、林业和

畜牧等四个部门的25处技术推广区

域站建设。各基层站都有独立的办公

场所，并配备专业农业技术人员，还

购置了自动虫情观测灯、农药残留速

测仪、土壤水分测定仪、手提电脑、

摄像机、电话传真机、数码照相机等

办公设备，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服务质量。

从科技下乡到专家授课，从高科

技示范园到发展现代化农业，农业生

产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科

技兴农效益充分发挥，使全市农民的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现在，全市已建

成了平原区20万亩优质粮食基地、山

区丘陵5万亩小杂粮基地、200亩天

兴试验示范场及800亩绿洲高效科技

农业园区。2010年全市粮食总产达

17.64万吨；林业用地59.3万亩，果

品基地面积7.2万亩，产量9347吨，

林业产值1.098亿元；生猪存栏达到

7万头，鸡存栏700万余只，奶牛存栏

2165头。

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物质基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沙河财政认

真落实大型农机具补贴政策，提高

了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据统计，截

至2010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农业机械

6.97万台，农机总动力64.8万千瓦，

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达到了80%，被评

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建设项目

县”。通过科技投入和机械化应用，全

市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大幅提高，平均

亩产水平提升了30%左右，农民平均

亩产收入增加了300元，全市农民年

可增收100余万元。

财政杠杆撬起农业“龙头”

沙河财政充分运用贴息政策，加

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

农业产业化步伐，加速农民致富奔小

康的步伐。

“是财政贴息的优惠政策让我们

公司渡过了难关。” 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金沙河面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对财政支持企业发展深有感触。建

企之初，公司以打造全国最大的小麦

加工、面制品生产基地为目标，按照

“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加强与

农户的利益联结，与农户签订订单，

以高于市场价格统一收购农户生产

的小麦，让基地农户与公司形成了互

惠互利的经济共同体。2009年为扩

大生产规模，公司计划建设年加工

48万吨面粉和28.8万吨挂面生产线

项目，但面对国家数次加息造成的高

额贷款利息，企业负责人进退两难。

了解这一情况后，沙河市财政局主动

派人到企业，为他们出谋划策，整理

相关资料申请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经营贷款贴息资金，经多方努力共

申请专项资金104万元，为企业4000

多万元的银行贷款给予贴息补助，帮

企业渡过了难关。目前，该项目已基

本建设完成，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9

亿元，可安排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0余人就业，基地农户人均增收

200多元。

截至2010年，在财政政策和资

金的扶持下，全市共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32家。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格局，涌现

了兴达、凯特、金沙河等农业龙头企

业，培育了康源、五龙沟、泰华园林

等23个种植基地，金凯牧业、科丰奶

牛等13个养殖小区，累计带动周边

8000余农户，增收160余万元，平均

每户增收2100元。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沙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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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

小资金撬动农业大发展

拎
着一串串果实硕大的甘薯，赵立江心中

乐开了花，用这位金农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的话讲“沙土地里种出了‘金

子’。甘薯每亩产值4000多元，相当于三亩棉花的

效益。”其实赵立江比谁都清楚，这是沙河市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结下的硕果。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按照“稳定粮食、提高

林果、做强畜牧、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思路，通过整合支农资金、运用贷款贴息、强化惠

农政策等措施，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

收入作为公共财政的着力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带动了农民增收。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为6349元，较上年增长1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支农资金一个漏斗向下

过去支农资金归农口部门管理，主管部门在

安排支农资金时从部门角度考虑较多，造成多头

管理、项目交叉、重复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只有整合各方力量，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

来捆绑使用，一个漏斗向下，支农资金才能发挥

更大的效应，现代农业发展才能催生出新的生产

力。”明确了工作思路，沙河市财政局改变过去“撒

芝麻盐”的做法，打破部门局限，聚合分散于各部

门的支农资金，从归并支农项目起步，以项目整

合带动资金整合，将各类支农资金集中投入到对

农村经济发展有长期带动作用的大项目，放大支

农资金整体效益。据统计，2010年沙河市共整合

各类支农资金9000多万元，实现了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新民居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

持工程、退耕还林、水库移民工程、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等重点领域的集中投入。

积少成多、变弱为强，整合支农资金帮助农

民办成了一家一户想办但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沙河市西部山区水磨头村和刘石岗渡口村东侧有

大面积山地，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农业耕种的

复种指数不高，长期以来沦为原始荒坡，只能生

长一些酸枣枝条和野荆条。2010年全市整合财政

资金554万元，对该地区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通过

平整土地、培肥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共开

发土地8200亩，种上了小麦、果树等农作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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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平均每年可新增产值574.8万元，

增加纯收入120.7万元，附近农民人

均可年增收239.7元。

科技兴农效益充分发挥

农作物和林木是否感染了病虫

害？牲畜是否患病？土壤有机物含

量是否均衡？现在只需一个电话，临

近的基层农业技术站工作人员就会

赶赴现场帮农民认真查找问题、解决

疑难。

2009年，沙河财政筹措资金147 

万元，支持涉及农业、水利、林业和

畜牧等四个部门的25处技术推广区

域站建设。各基层站都有独立的办公

场所，并配备专业农业技术人员，还

购置了自动虫情观测灯、农药残留速

测仪、土壤水分测定仪、手提电脑、

摄像机、电话传真机、数码照相机等

办公设备，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服务质量。

从科技下乡到专家授课，从高科

技示范园到发展现代化农业，农业生

产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科

技兴农效益充分发挥，使全市农民的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现在，全市已建

成了平原区20万亩优质粮食基地、山

区丘陵5万亩小杂粮基地、200亩天

兴试验示范场及800亩绿洲高效科技

农业园区。2010年全市粮食总产达

17.64万吨；林业用地59.3万亩，果

品基地面积7.2万亩，产量9347吨，

林业产值1.098亿元；生猪存栏达到

7万头，鸡存栏700万余只，奶牛存栏

2165头。

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物质基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沙河财政认

真落实大型农机具补贴政策，提高

了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据统计，截

至2010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农业机械

6.97万台，农机总动力64.8万千瓦，

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达到了80%，被评

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建设项目

县”。通过科技投入和机械化应用，全

市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大幅提高，平均

亩产水平提升了30%左右，农民平均

亩产收入增加了300元，全市农民年

可增收100余万元。

财政杠杆撬起农业“龙头”

沙河财政充分运用贴息政策，加

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

农业产业化步伐，加速农民致富奔小

康的步伐。

“是财政贴息的优惠政策让我们

公司渡过了难关。” 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金沙河面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对财政支持企业发展深有感触。建

企之初，公司以打造全国最大的小麦

加工、面制品生产基地为目标，按照

“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加强与

农户的利益联结，与农户签订订单，

以高于市场价格统一收购农户生产

的小麦，让基地农户与公司形成了互

惠互利的经济共同体。2009年为扩

大生产规模，公司计划建设年加工

48万吨面粉和28.8万吨挂面生产线

项目，但面对国家数次加息造成的高

额贷款利息，企业负责人进退两难。

了解这一情况后，沙河市财政局主动

派人到企业，为他们出谋划策，整理

相关资料申请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经营贷款贴息资金，经多方努力共

申请专项资金104万元，为企业4000

多万元的银行贷款给予贴息补助，帮

企业渡过了难关。目前，该项目已基

本建设完成，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9

亿元，可安排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0余人就业，基地农户人均增收

200多元。

截至2010年，在财政政策和资

金的扶持下，全市共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32家。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格局，涌现

了兴达、凯特、金沙河等农业龙头企

业，培育了康源、五龙沟、泰华园林

等23个种植基地，金凯牧业、科丰奶

牛等13个养殖小区，累计带动周边

8000余农户，增收160余万元，平均

每户增收2100元。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沙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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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金撬动农业大发展

拎
着一串串果实硕大的甘薯，赵立江心中

乐开了花，用这位金农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的话讲“沙土地里种出了‘金

子’。甘薯每亩产值4000多元，相当于三亩棉花的

效益。”其实赵立江比谁都清楚，这是沙河市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结下的硕果。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按照“稳定粮食、提高

林果、做强畜牧、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思路，通过整合支农资金、运用贷款贴息、强化惠

农政策等措施，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

收入作为公共财政的着力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带动了农民增收。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为6349元，较上年增长1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支农资金一个漏斗向下

过去支农资金归农口部门管理，主管部门在

安排支农资金时从部门角度考虑较多，造成多头

管理、项目交叉、重复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只有整合各方力量，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

来捆绑使用，一个漏斗向下，支农资金才能发挥

更大的效应，现代农业发展才能催生出新的生产

力。”明确了工作思路，沙河市财政局改变过去“撒

芝麻盐”的做法，打破部门局限，聚合分散于各部

门的支农资金，从归并支农项目起步，以项目整

合带动资金整合，将各类支农资金集中投入到对

农村经济发展有长期带动作用的大项目，放大支

农资金整体效益。据统计，2010年沙河市共整合

各类支农资金9000多万元，实现了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新民居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

持工程、退耕还林、水库移民工程、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等重点领域的集中投入。

积少成多、变弱为强，整合支农资金帮助农

民办成了一家一户想办但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沙河市西部山区水磨头村和刘石岗渡口村东侧有

大面积山地，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农业耕种的

复种指数不高，长期以来沦为原始荒坡，只能生

长一些酸枣枝条和野荆条。2010年全市整合财政

资金554万元，对该地区实施生态综合治理，通过

平整土地、培肥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共开

发土地8200亩，种上了小麦、果树等农作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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