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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传真CHINA STATE FINANCE

借势聚力惠民生 培源聚财谋发展
    ——江西赣州财政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

发生在张昆铭身上的变化，只是

2013 年江西省赣州市财政支持 789 户

“渔民上岸”工程中的一个缩影，也是中

央支持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真实写照。

永恒不变的民生主题

赣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

党创建的最大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

地，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和苏区精神的

主要发源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

献和巨大牺牲。长期以来，由于基础差、

家底薄，战争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和历史

包袱一直制约着赣南苏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欠发达、后发展的现状一直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

为帮助赣南苏区加快发展，2012 年 6 月

28 日，中央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系统绘

制了赣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成为

赣州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

借助上级财政支持赣南苏区振兴发

展的东风，2013 年，赣州积极应对和努

力克服经济放缓等不利因素影响，财政

总收入完成 280.2 亿元，同比增收 49.4

亿元，增长 21.4%,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成 184.37 亿元，同比增收 43.09 亿元，增

长 30.5%，均创历史新高。在财政收入节

节攀升的同时，财政支出也呈现加速增

长态势，特别是在民生领域投入比重越

来越大。2013 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完成 480.42 亿元，其中民生支出 271.6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6.5%，同比

增支 31.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1%，

体现出鲜明的保增长、惠民生特色。

“民生大于天。要优先解决突出的

民生问题，首要的是保证困难群众喝上

干净的水，住上安全的房子，能够得到

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同时，要分步骤、

□本刊记者  雷艳 

  通讯员  刁鸿锦  肖鹏  戴笑慧

2013 年，对江西省崇义县过埠镇村

田心组村民张昆铭来说，是不同寻常的

一年。这一年，这个在陡水湖漂泊了大

半辈子，常年以打鱼为生的“天吊户”，

第一次拥有了岸上的家。

半个世纪前，为支持国家开发赣

南钨矿，才二十出头的张昆铭就搬离故

土，靠着仅剩的一点田地，守着一方水

库过着艰苦的捕鱼生活，住的是渔船，

喝的是江水，一年捕捞收入不足万元。

“一条船、一家人、一辈子”，是他过去

生活的写照。2013 年，靠着政府补助 4

万元，张昆铭自掏 6 万元在“水上家园”

小区购置了一套 89 平米的商品房，终于

有了一个安定的家。眼下，他在过埠镇

工业园区红杉炭业公司上班，每月工资

2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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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立足发

挥本地比较优势来培育产业基础，研究

整体性、系统化的扶持政策。”赣州市财

政局局长陈水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了赣州财政在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

民生思路。

民生百事，枝叶关情。细看赣州财

政这份沉甸甸的“民生账单”，直指苏区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折射了浓浓的民生情怀。2013 年，

赣州财政直接用于民生等社会事业发

展资金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和就业、农村土坯房等住房保障住房支

出等领域支出分别达到 101.4 亿元、41.7 

亿元、 68.3 亿元、43.3 亿元，特别是农村

危旧土坯房改造等住房保障支出增幅达

到 21.4%，远远高于全省生产总值和财

政总收入增幅。2013 年，在改造 10 万户

危旧土坯房的基础上，全市新增 30 万

户改造户。目前，全市规划农村危旧土

坯房集中改造点近千个，900 个已动工

兴建，拆除空心房近 13 万户。在改造的

过程中，通过资金扶持、协助贷款、政

策优惠等方式，对特殊困难群众，则实

行政府统一建房、统一安置，真正普惠

于民。为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

问题，全市大力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

2013 年，新建城市保障性住房 2 万余套，

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 1 万余户。

与“民生账单”相对应的是一组让

赣南苏区人民倍感温暖的数据。这一年，

84.5 万老区人民喝上了“放心水”，用上

了“安全水”；71.6 万名义务教育在校学

生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17.34 万户村民

告别了农村危旧土坯房 ；7.03 万户低收

入家庭搬进了崭新的保障房 ；4.3 万被

征地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 ；3.79 万烈士

子女、1.5 万名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籍退

役士兵享受了国家定期生活补助……

数字无言，却最有力。中央的巨资

输血，犹如雪中送炭，为饱受财政贫寒

的赣南苏区带来了温暖和生机。2013 年

的每一天里，始终都有温暖的阳光伴随

着赣南苏区人民。

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

赣南苏区发展相对滞后，还受到交

通条件闭塞、开放程度和水平不高等综

合因素的制约，所以完善基础设施在赣

南苏区振兴发展中显得尤为迫切。

37 公里，是兴国县城到茶园乡的距

离，但即便是熟练的司机开车，也要花 1

个多小时才能走完那条盘山路，严重阻

碍了茶园乡发展。路不好走，运输就贵。

县城每方 35 元的建筑砂石，运到茶园要

115 元左右。更严重的是，外面的投资进

不来，里面的资源又出不去，发展就进

入了死胡同。多年来，茶园乡人均收入

只有赣州平均水平的一半。

《若干意见》出台后，中央扶贫资金

如期而至，赣州市财政想方设法配套资

金，筹足 6000 万元资金投入到茶园乡的

各类基础建设中，打通了阻碍发展的道

路、电力、教育等瓶颈。“现在一年的投

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投入的总和！”

茶园乡乡长娄向南对记者说道。

《若干意见》出台后，财政部、发改

委等 38 个部委出台 43 个具体实施意见

或支持政策，明确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

发政策，中央财政对赣州转移支付执行

西部补助标准，赣州执行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从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

策以来，赣州市财政迅速行动，及时梳

理出 48 项中西部中央补助标准差异政

策，并全力跟踪对接。据统计，2013 年

赣州市共获得上级公共财政补助资金

321.7 亿元，增长 18%。 

迈入振兴发展新征程的赣南苏区如

今已不再徘徊于崇山峻岭中重复着昨天

的故事。像茶园乡这样“春天的故事”，

正以不同的版本在赣州各地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赣南苏区建设

不仅需要“输血”脱贫，更需要“造血”

致富。“从《若干意见》出台第一天起 ,

我们便明确了目的不止于‘输血’, 更要

利用好财政资金提升赣南苏区的‘造血’

功能。”赣州市财政局局长陈水连一语

道出财政在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中的

定位。

在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过程中，

赣州市财政不仅仅满足于完善赣南的硬

件 , 建好中小学、医院、民居等基础设

施 , 让老百姓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还

为当地群众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 , 借助

产业建设 , 让赣州插上腾飞的翅膀。

赣州素有“稀土王国”和“世界钨都”

的美称，黑钨、离子性稀土储量全国居

首，分别约占全国储量的 70% 和 40%。

近两年，稀土、钨深加工企业的发展有

力地促进了赣州经济增长和税收增收。

虽然受有色金属业“寒潮”影响，赣州主

导产业面临发展困境，但是西部大开发

税收政策的执行为处于寒冬中的赣州有

色金属业发展带来了春风。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高性能钕铁硼钢生产和永磁发电机、

节能电机制造，是目前赣州市执行西部

大开发税收政策受惠最大的企业。董事

长蔡报贵告诉记者，“公司 2012 年实现

销售收入 9 亿元，申报企业所得税 5709

万元，经过汇算清缴，实际缴纳 3425.4

万元，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红利

2283.6 万元。我们准备把这笔钱用在刀

刃上，增加企业积累，吸引更多人才。”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赣州执行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减按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直接惠及赣州20

多个产业、1120多个子产业。2013年，赣

州全市共为 389 户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减免税收3.4亿元。

2013 年，赣州市主要经济指标一

路飘红。1—11 月，赣州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税突破 200 亿元大关，达

203.44 亿元。

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财政

收支来源于经济，也服务于经济。2013

记者传真CHINA ST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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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赣州市财政总收入 280.2 亿元，增长

21.4%，列全省第二位 ; 财政支出 480.42

亿元，增长 18.9%，总量位列全省第一

位 ；税收收入完成 239.17 亿元，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达 85.4%，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4.2 个百分点，保持全省第二位。财

政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财政支

出均实现“三年翻番”。

“锦绣赣南开画卷，梧桐树下凤

来栖”

“2013 年 10 月，我们在财政的支持

下，一次性获得了 500 万元银行贷款，购

买了环保设施，更新了技术设备，订单

数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我们正组织

一切资源，加班加点生产，还是赶不上

订单增长速度。”南康市蓝天木业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刘学春谈到财政支持带给

他们的变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透

出了他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心。

发展靠民力，活力在民营。为扶持

更多的小微企业发展，增强民营企业发

展信心，2013 年，赣州市财政局在向江

西省财政厅积极争取了 8 个“财园信贷

通”试点园区的基础上，又通过盘活市

本级财政存量资金 7000 万元，在全市推

开“小微信贷通”，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全市将有 980 多户

小微企业通过“小微信贷通”方式获得

7.7 亿元银行低息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在分享中央“输血”政策温暖的同

时，赣州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输血”式的

“救穷”上，而是用足用好用活《若干意

见》的支持政策，围绕转方式、调结构、

谋发展做文章，通过加速推进重大项

目，做强优势产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升现代农业发展

能力等多途径建立全面的“造血”体系。

“造血”，需要项目做支撑。500 千

伏等 12 个输变电工程投入运营 ；赣崇

高速和大广高速龙杨段建成通车 ；投资

100 亿元的赣州综合物流园区、中国汽

车零部件（赣州）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

顺利推进……2013 年，赣州全市 193 个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已开工共 184 个，累

计完成投资 572.01 亿元。

“造血”，也需要全方位的产业体系。

整合财政性资金近亿元完成造林 69.1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6.2%，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争取 3413 万元支持红色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

发展 ；发放 6.9 亿元种粮补贴，202 万亩

耕地列入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争取

中央 3100 万元建设 7.2 万亩标准化示范

果园，赣南脐橙冷藏库和采后商品化处

理生产线，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能否取得持续

成效，关键在于用好国家政策支持，培

育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赣州依托钨、稀土等资源优势，把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提升产业水

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据了解，2013 年，赣州市财政通过

安排工业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科技

发展等财政专项资金共4.28亿元，撬动、

引导社会资金扶持和加快现代服务业、

开放型经济等产业发展。

“锦绣赣南开画卷，梧桐树下凤来

栖。”一年多来，赣州招大引强成效显

著。成功举办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

会，签约项目 22 个、签约资金 15.58 亿

元 ；举办“光彩事业赣州行”活动，签约

项目 113 个、签约资金 1040.9 亿元 ；举

办央企入赣洽谈会，签约项目 40 个，签

约金额 1306 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强劲动力。

“百舸争流千帆竞，借海扬帆奋

者先”

《若干意见》提出“支持赣州新型电

子产业建设”，作为电子产业为主导产

业之一的信丰县积极出台了鼓励投资的

若干政策，瞄准国际国内科技前沿，加

快电子信息产业的配套和延伸，不断壮

大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2013 年以

来，成功引进了数十亿重大项目投资落

户电子器件产业基地，为其基地产业集

群发展奠定基础。赣县矿产资源丰富，

为扎实推进有色金属加工企业走绿色发

展之路，出台政策扶持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发展循

环经济，形成企业内部循环、产业之间

循环的模式。上饶县结合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规划，找准工业发展切入点，加快

结构调整，着力打造玻纤及新型复合材

料和模具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集群。2014

年 1 月，江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三个

一百”保障开工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 5

亿元的龙归风电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

崇义县新能源产业的快速腾飞……

为了让县（市、区）形成百舸争流、

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赣州市财政通过

设置“财源建设考评奖”等奖项，每年

安排县域经济发展奖励资金 6400 万元，

引导各地培育改善市场环境，激发县

域经济发展活力。2013 年，赣州全市县

级财政收入完成 217.8 亿元，同比增长

20.6%，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达 77.7%。

其中财政总收入增速超 20% 的县（市、

区）有 12 个。所有县（市、区）财政收入

均超过 5 亿元，其中财政总收入超 10 亿

的有 9 个，超 20 亿的 2 个。

“下一步，赣州市财政将以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为引领，立足实际加大对

实体经济扶持的力度，支持总部经济加

快发展，兑现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 , 吸引海内外总部企业或区域总部

入驻我市 ；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推动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现代服务业

发展，从点到面形成立体式的‘造血’体

系，全力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陈水

连告诉记者。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是关乎 927 万

老区人民的大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感恩奋进，砥砺

前行，赣州市财政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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