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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财政

湖北枣阳：
整合涉农资金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汪武斌｜周元才｜唐汉东｜齐春华

建设步伐。

一是以科学规划来引领。按照高起

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和“园区一张图、

农业一幅画、帝乡大景区”的构想，先

后聘请中国农科院对园区的五大类31

项内容进行控制性详规设计；聘请襄

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对园区2万亩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编制实施方案。以规划

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发挥重大项目

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形成“性质不变、

管理不变、各记其功”和“各炒一盘菜、

共办一桌席”的工作机制，做到“多个渠

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的开发原则，确立“项目跟着规划建、

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督跟着资金转”的

目标导向，集中资金支持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

二是以示范园区来聚集。抓好提档

升级建设，通过产业化财政资金补助方

式，加强对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改造升级，实现“小资金”带动“大产

业”的目标。抓好科技推广建设，与中

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服务和产

业产品的开发战略合作，把园区建成新

多年来，湖北省枣阳市高度重视

“三农”工作，一直把农业综合开发作为

实现全市农业农村经济跨越发展的主导

力量，特别是2014年被确定为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试点县（市）后，

把现代农业园区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抓手，按照“农发搭台、部门唱

戏”的思路，搭建发展平台，探索发展

模式，提升资金集聚效益，全力整合性

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涉农专

项资金。近两年共整合涉农资金10.6亿

元，加快了全市现代农业园区和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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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示范基地、新技术试验基地、新成

果推广基地、高效农业展示基地。抓好

信息平台建设，整合电子商务进农村试

点资金，支持园区物联网建设，发展智

慧农业，提升整个园区信息化、自动化

水平。抓好美丽乡村建设，整合新农村

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等

专项资金，将园区建设成美丽乡村的示

范区。

三是以部门联动来落实。成立了由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分管财政、

农业的市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

镇党政“一把手”为成员的农业园区涉

农资金整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

具体负责整合工作的组织协调、责任落

实和督办检查。同时，建立涉农资金整

合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项目实

施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明确整合范围

项目及资金投向，实现梯次性整合。

四是以完善机制来推进。明确资金

来源，整合存量，优化增量，对性质相

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涉农专项资

金进行整合归并。建立统一区域规划、

统一勘测设计、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项

目实施、统一检查验收、分头报账的“五

统一分”管理机制。实行阳光操作，对

所有进入整合范围的项目，实行项目法

人制、项目招标制、项目监理制、合同

管理制，设专户、建专账、配专人，单

独核算，封闭运行。规范资金管理，认

真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

度、资金报账制度和监督检查等项制

度，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

有效性。严格工作考核，对确定的重点

建设项目纳入年度镇局级领导班子实绩

进行考核。

通过在农业园区开展涉农资金整

合，使农业开发效益呈倍增效应，极大

地提升了农业综合开发的影响力，取得

了明显成效。

一是搭建了整合平台。以鄂北现代

农业示范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和襄阳市

解决易旱地区三年行动计划等重点项目

为依托，搭建了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

目标的农田水利建设、以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为目标的新农

村建设、以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项目

为目标的特色产业、以促进扶贫开发为

目标的扶贫资金与其它涉农资金、以培

养新型农民为目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

以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园

区综合信息服务等六大涉农资金整合平

台。以平台为基础，确定重点项目，围

绕项目筹集资金，以整合资金保证项目

实施。

二是创新了管理机制。在园区推行

了山水田林路村庄综合治理模式，从涉

农资金整合，到项目的建设和管护，建

立较为完整的园区运营管理体系。在项

目管理上，推行了“群众监督、部门监

管、专业监理、审计监察”四位一体的

项目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对工程质

量和资金的管理；在项目进度上，明确

施工工序、施工标准，做好上下级之间、

项目部之间、参建各部门之间的对接，

确保园区建设工程顺利进行；在项目管

护上，借鉴“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经验，

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

形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

谁管护”的原则，构建了园区“投、建、

管”三位一体的涉农项目新机制，确保

园区农民长期受益。

三是加快了产业发展。通过涉农项

目整合，形成了更大更强的聚合效应、

示范效应，有力地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发

展。将园区生产中的各个环节进一步优

化，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或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引

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土地转包、租赁等

形式加入专业合作社，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从而达到增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

实力的目的。目前已有5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2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园区。

四是打造了宜居环境。把村庄人居

环境整治纳入农业园区总体功能区规

划，按照记得住乡愁、体现出现代风貌、

实惠实用等原则，突出建筑风格特色，

提高村庄建设的文化韵味；引导散居

在园区的居民相对集聚，实现居民社区

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使用

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建设公共绿

化带和生态走廊，打造四季常绿、村庄

景点出彩、交通沿线美丽、农户庭院洁

净的美丽乡村。

（作者单位 ：湖北省枣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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