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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滑县：
财政助力筑牢“豫北粮仓”
王子瑞|马松

6.09 亿元，新建高标准粮田 59.96 万亩，

全县累计达到 93 余万亩。

抓“良种”，扶龙头。滑县依托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

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加大科研

投入力度，大力实施良种化工程。建立

了“一站、一中心、两基地”，即建立了

院士专家农业企业工作站，聘请中国工

程院程顺和院士进站担任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科院张世煌研究员任玉米育种领

域首席科学家，开展小麦、玉米等新品

种选育和种子创新等前沿性研究 ；在海

南省建成了科研育种中心，开展品种选

育 ；在滑县建立了科技示范基地，在新

疆、甘肃等地建立了制种基地，先后培

育出 19 个通过国审、省审（认定）的玉

米新品种，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科技

学院等科研院校（所）联合开发了矮抗

58、郑麦 366、豫教 5 号等多个优质小麦

新品种，滑丰牌小麦、玉米种子被评为

河南省名牌产品，滑丰牌商标被评为中

国驰名商标。

抓“良法”，推农技。滑县依托全国

首批 10 个重点县级中心——滑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投资 400 余万元建设了

集技术咨询、科技培训、服务展示等服

务功能于一体的县农业服务展示中心，

逐步建立完善 9 个乡级农技推广区域服

务站，建设了一批村级农业科技文化大

院，县、乡、村三级“科技服务阵地”得

到了不断加强，在全县培养了 1600 名科

技示范户，形成了“专家组 + 试验示范

基地 + 农技人员 + 科技示范户 + 辐射带

动户”五级农技推广网络。

抓“良农”，提素质。滑县通过积极

实施全国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阳光工

程”、“雨露计划”、“新型农民培训”、“百

名科技人员包千村”等公益性培训项目，

组织动员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和社会

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多形式、多渠道、

多层次开展了科技培训工作，培养了一

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作为的新型农

民，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

广，促进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

机制创新驱动

一是组织促动。作为产粮大县，滑

县委、县政府坚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

己任，始终把种好粮食作为最大的政

治来抓，开展现代农业攻坚战，成立了

由县长任政委、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

的现代农业攻坚指挥部，建立健全了

联席会议制、目标责任制、层层分包

制、督导检查制、奖惩考核制等五项粮

食生产促进机制，以强有力的行政手

段推动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紧抓

住国家重视“三农”和中原经济区建设

素有“豫北粮仓”之称的河南省滑

县，常年种植粮食 270 余万亩，总产 130

万吨以上，已连续 23 年位居河南省粮食

产量第一位，连续 12 年蝉联“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标兵）”，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农业县是如何做好“农”字文章，持续

谱写种粮产粮“神话”的呢？ 

财政“杠杆”撬动

2011—2014 年，滑县财政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用足用活财政支农政策，

在上级财政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多渠道争取和筹措支农资金 20

多个亿，从良田、良种、良法、良农等

方面全方位支持粮食生产。其中用于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 5.4 亿元，其他

水利建设支出资金约 2.7 亿元，强农惠

农补贴资金 9.9 亿元左右，支持农业发

展 资 金 6722 万 元，其 他 支 农 支 出 1.5

亿元。

抓“良田”，打基础。滑县紧紧围

绕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生产

基础这一主题，结合当地实际，打破乡

镇界限，在全县规划高标准粮田万亩

方 33 个，千 亩 方 38 个，百 亩 方 10 个，

总面积 155 万亩，全力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2011—2014 年，整

合发改、农开、水利、国土等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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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机遇期，用足用活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确保项目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

二是方案带动。围绕粮食增产做

文章，重点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题和问

题。项目下达后，通过实地考察，充分

调查项目区基础设施状况，了解群众需

求，以保证项目实施方案切实可行。组

织有关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论证，广

泛征求意见，保证方案的科学性。如以

26.5 万亩白马坡、卫南坡和留固 10 万亩

高标准粮田示范区为核心，规划建设的

集中连片面积达 50 万亩的超大高标准

粮田示范区，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标

准最高、产能最高的高标准粮田示范区

和现代粮食生产示范区。切实做到了连

片开发，充分发挥集聚效应。

三是机制驱动。进一步完善管理体

制，形成多位一体监管格局，确保项目

发挥最大效益。严格执行项目公示制、

投资评审制、招投标制、监理制、项目

法人制和政府采购制，项目资金由县财

政部门统一管理，实行报账制，专人管

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并积极发挥

财政、审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作

用。各相关部门、乡镇进一步建立健全

支农项目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切实加强

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

一项工程、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

方案、一抓到底，真正做到“建一处、成

一处、管好一处、受益一处”，让广大人

民群众得到实惠。将产权由建设单位一

方移交给项目单位一方，建立和制定工

程管护制度。

四是项目联动。项目实施前，县政

府分别召开由财政、农业、水务、林业、

农机、发改委、电业等相关单位参加的

专题工作会议，要求所有涉农项目向一

个主方向倾斜，项目实施审批，执行县

长“一支笔”审批制，确保项目整合到

位，形成开发工作合力。几年来滑县整

合了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现代农业、农田机井通电、土

地整理、千亿斤粮食工程、新增农资综

合补贴、科技入户、测土配方施肥、良

种良法配套栽培技术、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灌区节水续建和危桥改造、优质小

麦新品种繁育、粮棉油高产创建、林业

生态县建设等 15 个类型项目。

五是群众参与。利用广播、电视、

网络及召开乡镇、村、组会议的方法，

大造舆论声势，让群众了解项目实施的

意义，同时，组织项目区党员干部、群

众代表到已开发的项目区进行实地参

观，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的积

极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以群众

参与为主题，动员项目区群众广泛参与

项目论证，从而保证项目因地制宜 ；动

员项目区群众主动投工投劳，从而保证

工程进度 ；动员项目区群众对工程实施

进行全程监督，从而保证工程质量，通

过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有效确保了项目

的可行性、实用性。  

（作者单位 ：河南省滑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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