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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助力农业科技

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魏玉海 

2011年，全县对“三农”财政投入累

计达到16.9亿元，其中对农业科技的

投入达到2.5亿元，占总投入的15%。

仅2011年，用于农业科技创新、推广

服务、培训等支出就达到了7000万

元，同比增长31%，远远高于经常性

财政收入21%的增幅。

（二）多渠道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实现增智增收。县财政每年整合资金

500—800万元，依托县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充分整合远程教育、职业教育、

民办职校等各类培训资源，组织实施

了新型农民创业培训、“绿色证书”培

训、农业科技入户、农村劳动力转移

“阳光工程”以及万名农村实用人才

技能培训五大培训工程，仅2011年，

县、乡两级总计培训各类农村实用人

才6.5万人次，2012年计划确保培训

10万人次，培养了一支以种植能手、

养殖大户、科技致富能手、农产品加

工、经营管理能人、农业科技推广等

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在培训

方式上，坚持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

结合，集中培训技术骨干，主要是乡、

村两级干部，分散培训以乡村技术骨

干人员为技术依托，延伸到村组培

训，使广大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科

技培训带来的好处。同时，积极推广

示范新的农业适用技术和新的优良品

种，先后建立了冯屯镇刘马村“超级

玉米”基地等农业科技综合示范点6

个，重点示范、辐射、推广10项增收

实用技术，农民种地实现了品种优良

化、栽培模式化、产值订单化。目前，

茌平县已逐渐形成了博平大枣及食用

菌、冯屯大蒜、乐平贾寨棚菜、肖庄

大枣及韭苔、胡屯金针菇、杜郎口双

孢菇、韩屯畜牧养殖、洪屯葡萄及莲

藕、杨屯小弓棚等特色产业，农村产

业向特色化、规模化发展。

（三）实施“科技特派员”工程，

为农民提供“科技保姆”。从2004年

开始，茌平县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

特派员”制度。几年来，财政累计筹集

科技特派员补贴资金、科技服务项目

奖励资金等5000万元。随着2012年

国家一号文件的出台，财政部门把深

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工程作为强化

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专门安排600

万元，专项用于科技特派员工程开展

及表彰奖励优秀科技特派员。一是构

建多层次、宽领域双向选聘科技特派

员制度，提高科技特派员选聘的数量

和质量。对科技特派员的选聘实行科

山东省茌平县把发展现代农业

作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措

施，全力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创新

上，财政部门全力跟进，在农技推广

体系建设、经费保障、政策宣传、培

训示范等方面给予最大限度支持，走

出了一条基层财政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的路子。到2011年，茌平县粮食生产

连续9年增产增收，总产达到18.4亿

斤，多种经营总收入达到13.1亿元，

农业收入中科技贡献率达56%以上，

农业增加值达37.45亿元，可比价增

幅4.3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75

元，同比增长21.3%。

（一）财政主动担责，多渠道融

合农业科技创新资金。财政部门立足

实际，打破部门、行业、预算内外资

金界限，在不改变资金用途、不违反

专项资金使用规定的前提下，整合农

业开发、扶贫开发、农业科技、水利、

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农村建设等

支农资金，优先保证农业科技创新资

金，确保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

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

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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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与农民双向选择的原则，注重

多层次、宽领域选聘科技特派员，保

证了科技特派员与农民的有效对接，

实现了科技推广工作的整体下移，科

技特派员对农民“手把手、面对面”传

授技术，有效解决了“科技推广最后

一公里”障碍，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轨的速度。二是构建特岗培

训计划，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培训。

为提高科技特派员的科技素质，茌平

县政府与山东省农科院签订协议，实

施“科技特派员培训”项目，由山东省

农科院选派一批专家对全县390名科

技特派员分行业进行技术培训，从整

体上提高了科技特派员的科技素质，

基本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三是

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双赢激励

机制，突出技术服务的长效性和实效

性。鼓励科技特派员以资金入股、技

术参股、技术承包、有偿服务等形式，

与农民群众尤其是专业大户、龙头企

业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推广的多元化投入和回报机制，调

动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

创办利益共同体时，县财政安排一定

的贷款贴息或财政补助资金，充分发

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四是构建项目带动、产研结合的成果

转化与推广机制。筛选扶持6项科技

特派员工程项目，打造科技示范工程

亮点。如乡土科技特派员常传华，带

领农民发展双孢菇栽培，创建盛华食

用菌协会，现有会员300人，带动农

民500余户，加工后产品销往西班牙

艾雅哇公司，做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

龙服务，为县双孢菇产业发展起到示

范推动作用。五是构建规范行为、跟

踪考核的管理监督机制。为扎实推进

科技特派员工程，县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了汇报联

系、服务次数、培训检查、经费使用

等内容，做到有章可循；每个季度召

开一次现场观摩会，轮流参观科技特

派员的服务基地、服务项目，科技特

派员互相交流工作情况，互相点评，

共同提高。目前，全县科技特派员已

经达到390名，深入452个村开展科

技服务，建立利益共同体20个，实施

科技开发项目97个，推广科技成果

112项，引进新品种39个，组建产业

协会18个，创建龙头企业10个、示范

基地26个，示范面积3.5万亩，带动

5.5万农户，真正成为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科技保姆”。

（四）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强化农

技推广服务。依托乡镇农业技术服务

站点多面广的优势，从管理体制、运

行机制、经费投入等方面加强农业技

术服务站的建设。目前，茌平县乡镇

农业技术服务站、农机站、畜牧兽医

站等农技推广部门在管理体制上实行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双重管

理，逐步向服务在乡、管理在县体制

靠近；所有人员都按事业人员对待，

工资待遇参照公务员执行，县财政实

行工资统发，并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

效安排推广工作经费，调动了广大农

业科技工作者安心工作、潜心研究、

热心服务的积极性，加强了农技推广

能力。一是强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改善技术装备和推广手段，形成“专

家团带讲师团、讲师团带示范户、示

范户带农户”的塔形科技教育培训体

系，通过建立试验示范田、标准化基

地等形式，大力推广“一田多用、一年

多茬、一熟多收”种植模式，加快推

广“一增四改”、“一改四推”等高产高

效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

应用。二是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优化土壤肥力结构和地力水平，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加强植保统防统治、沼气服务

网点、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服务体系建

设，为高效农业发展提供科技保障和

技术支撑。三是提升农业信息化装备

水平，加快推进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和

涉农信息设施配套建设，拓展热线电

话、短信平台、专家视频等科技培训

功能，建立起进田间、入地块、到农户

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实现农业产前、

产中、产后的信息化全覆盖，让农民

群众拿起电话能听到专家的声音，打

开网络或电视能看到技术影像资料。

（五）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提高农业科技创

新的示范效应，县财政局采取职工集

资方式建起了占地300多亩、实行独

立核算的科技服务示范基地，基地利

用现代农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以科

技为先导、以示范为纽带、以科普惠

农为宗旨，基地走出了集引进、试验、

示范、培训、推广为一体的农业科普

推广的路子，成为科技农业发展的新

样板。一是与农业专业科研单位联姻，

提高科技含量。基地先后与山东农业

大学、潍坊市果树站、滨州市果树站

等专业林果部门建立了技术联系，把

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应用到基地上

来，确保了产品质量。二是与农户联

姻，繁育优质苗木。基地与周边乡镇

180户农民签订协议，作为基地育苗专

业户，由基地提供育种、嫁接、芽穗及

各项技术指导，农民出地、出劳，苗木

由基地统一收购、销售，创出了一条

低成本苗木繁育、带动农民致富的新

路子。几年来，基地已向社会提供优

质苗木310万株，先后被确定为“全国

优秀科普示范基地”、“山东省林业科

技园”等荣誉称号，被山东省财政厅

确定为“财政厅党员教育基地”。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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