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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建国

安徽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当前

正处在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生态农业强

省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安徽各级财政

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部

署要求，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增绿三大任务，加大投入力度，完

善支农政策，创新支持方式，全力保障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效。

围绕三农发展加大投入

一是落实公共财政投入责任。牢固

树立重中之重战略思维，坚持将“三农”

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优先领域，进一步

增加财政支农投入，确保力度不减弱、

总量有增加、结构更优化。2017 年省财

政预算安排农林水支出达 127.7 亿元，

同比增长 22.7%，增额和增幅均创近年

新高，支持实施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

重大“三农”项目，促进全省农业农村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二是引导社会金融

资本投入。深入推进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设，继续增加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注

册资金，推动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向市县

延伸，着力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组建农业产业化投资

基金，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探索组建水利建设基金，支持水利

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好金融

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机构

增加“三农”信贷投放，

构建财政、基金、银行、

保险、担保“五位一体”

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

制。三是厘清政府与市

场 的 边 界。按 照“ 兜 底

线、补短板”的原则，将

公共财政资金向有效带

动农民增收、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农业供

给侧改革等薄弱环节集

中，坚决从市场竞争领

域退出。2017 年省财政

将新增财力的 20% 用于

脱贫攻坚，安排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全力保障灾

后水利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顺利实施，在新增政

府债券资金中切块用于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切实改善农村民生福祉。

围绕农民增收谋划政策

一是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继续全

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补

贴力度，稳步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巩

固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成果，全面实

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坚持以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面积为发放依据，直

接发放给所有享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

民，提高补贴的精准性。落实好渔业油

价补贴政策、林业补贴政策和低保、五

保补助政策，增加特殊群体的补贴收入。

二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推广运用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成果，支持开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两

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开展“资产变资

源、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实

施好资产收益扶贫等试点，让农民和贫

困户分享财政支农红利，将农民的“死”

资产变成增收的“活”资源。三是增加农

民工资性收入。按照省政府建设技工大

省的总体部署，将就业技能培训纳入民

生工程，对农民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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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增加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省财政安

排补助资金，每年培训 5 万名职业农民，

帮助农民在农业领域实现就地就近就

业。四是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大力支

持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增加

对茶叶、干果、中药材等产业的资金投

入，支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让“藏在深

闺人不知”的农产品走向广大市场、走

向城市餐桌，推动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

深度结合，把地方的土特产和小品种做

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围绕农业增效统筹资金

坚持质量与效益并重、生产与生

态适应，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

效。一是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落实

好支持粮食生产各项扶持政策，继续实

施三大粮食作物补充性商业保险保费

补贴政策，提高粮食生产风险保障水

平。支持发展专用品牌粮食，增加中高

端粮食供给。实施好粮改饲项目，发展

青贮玉米，增加玉米消化渠道。发展草

食畜牧业，将畜牧业项目向皖北粮食主

产区集中，恢复皖北地区的生猪、肉牛

肉羊产能，打造奶牛养殖重点区域，通

过农牧结合发展，支持粮食主产区就地

就近转化粮食产品。扩大特色农业保险

覆盖面，支持发展中药材、水果、小杂

粮、蔬菜等在地农作物，丰富农业产业

结构。二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属性。支

持实施优质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农产

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农业新业态拓展、

龙头企业培育、农产品品牌创建等农业

产业化提升五大工程。拓展农业产业链

条，实施好中央财政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项目，支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完

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链接机制。支

持各地利用自然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加大对各种采摘园、观光园

和农业展会的支持力度，发挥农业在文

化传承、旅游观光方面的多重功能，提

升农业附加值。三是强化农业科技支

撑。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完善财政科研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支持科研院校在农

业科技方面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继续支

持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以产

业为纽带，推动产业内专家联合攻关。

扩大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范

围，培育一批集农事服务、农技推广、

信息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化服务

组织。

围绕农村增绿布局项目

一是运用好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

大对造林增绿支持力度，做好千万亩森

林增长工程后续衔接工作，支持实施林

业增绿增效示范行动。从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项目中切块安排资金，支持各地发

展油茶、薄壳山核桃等木本油料造林。

支持各地建设森林长廊，创建森林城

市。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落实

退耕还林、公益林和生态林补助政策，

加大对公益林管护投入力度。实施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深入推进新

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建

立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二是

着力解决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加大对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投入力度，调整完善

补助政策，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对秸秆

综合利用的农机具优先安排农机购置

补贴，支持推广粉碎还田、过腹还田、

高温堆肥、粉碎培育蘑菇等秸秆在农业

领域的综合利用技术。统筹运用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

务、畜牧健康养殖、农业技术推广等资

金，支持推进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并以生猪产业为突破口，支持建设病死

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设施。加大对生物

农药、有机肥生产和使用的补助力度，

支持推进农业生产化肥、农药零增长行

动。三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继续落实

易地扶贫搬迁财政补助政策，对生态环

境脆弱、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

贫困农户实行易地安置。落实美丽乡村

建设省级补助政策，及时将财政补助资

金向农村急需的改水改厕、垃圾处理、

环境治理等环节集中，支持建设一批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和美丽乡镇。省财政

安排资金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支持村民自建自管一批村前村后、田间

地头的生产生活项目。支持实施农村道

路畅通工程，全年新建和改扩建农村道

路 2.1 万公里。支持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预计可解决 50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

围绕资金绩效强化监管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建章立制，着

力解决支农资金管理不善、绩效不高等

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用在“刀刃”

上。一是构建定额标准的财政奖补机

制。按照《关于推进财政支持现代农业

发展奖补资金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要求，从省和市县两个层面，为列入清

单的 20 个支农项目制定相应的建设标

准和奖补标准，力争用 3 年时间，建立

科学、规范、透明的定额标准化财政支

持现代农业奖补政策体系，减少基层自

由裁量和寻租空间。二是构建奖优罚劣

的绩效导向机制。建立覆盖所有支农专

项资金的“双向”绩效目标机制，在专项

资金设立前由主管部门提交专项资金的

总体绩效目标，在专项资金使用前由实

施单位提交项目实施的绩效目标，各级

财政部门对照绩效目标进行考核，强化

考核结果运用，实行重奖重罚，未完成

绩效目标的，坚决减少项目金额直至取

消项目安排。三是构建公示公开的资金

监管机制。全面推进涉农资金三级公开

公示制度，做到“省级公开财政支农政

策、县级公开项目立项程序和标准、乡

镇公示项目实施结果”，让财政支农项

目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财政支农资

金分配、使用、管理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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