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县乡财政职能得

到了较好履行。通过改革，规范了财政

资金管理，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增强

了财政调度能力，县乡财政保工资、保

运转、保稳定、促 发展的职能得到了

切实履行，保障了干部职工的工资、离

退休费、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保障了

乡村公用经费的支出和乡村社会事业

的健康发展。二是财政支出行为进一

步规 范。通过改革，县乡财政财务管

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县乡财政

的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监督管理进一

步规范，从体制上杜绝了加 重农民 负

担的行 为，提 高了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

益。三是遏制了乡村债务的膨胀。实行

“乡财县管”和“村财民理乡监管”后，

有效堵住了乡镇随意举债的口 子，自

2003年锁定乡村债务以 来，基本没有

发生新的债务。同时，通过规范管理，

县级还按照不低于当年可用财力总额

5% 的比例设立预算偿债资金，近年来

县乡财政 累计预 算安排偿债资金 3.8

亿元。四 是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

展。县乡财政管理的规范，促进了财政

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和经济社会的较

快发展。近两年，全市县乡G D P一直

保 持在 12% 以 上的 增幅，教育、卫生
等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行路

难、饮 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

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

（作者为四 川省巴中市副市长）

责任编辑  冉 鹏

新农村建设
整合支农资金  支持新农村建设

余美成  高军锋

20 07 年以来，湖北省枣阳市抓住

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试点的契机，以本

级财政资金及上级各类涉农资金为整

合对象，积极探索财政支持现代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资金直接统筹和衔接统

筹的新模式、新机制，整合投入 各类

资金 1.06 亿 元，其中，上级财政资金

5380.5 万元，本级财政资金 412.8万

元，企业和农民自筹资金 4845万元，

有效实施了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及公 益

事业建设、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村庄

环境整治、农民工 培训等项目建设，

初步达到了支农资金整合项目示范区

粮食增产 75 万公斤、农民年人均增收

500 元、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年经营

产值增加到 20 亿元、财政增收 300 万

元的预期目的。

在推进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支持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工作中，枣

阳市采取了以下措施：

1.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与企业发展

资金，支持 重点特色产业发展。先后

由财政投入产业化资金 10 0 万元，吸

引龙 头企 业金 华麦面集团投资 330 0

万元，在示范区建设优质弱筋小麦基

地 2 万 亩，带 动企业增效 150 0 万元，

项 目区 农 民人 均 增收 40 0 元 ；支持

鹿头镇 郭营村建设 大棚蔬菜 30 0 亩，

支持新市镇李楼村改良优 质桃基地

50 0 亩；财政投入 2 0 余 万 元，市 蔬

菜办投入 30 余万元，重点支持了李

楼村水果协会 建设 和郭营村蔬菜协

会建设。

2 .整合各类农村发展资金、扶贫

资金及移民后扶持资金 等，支持农业

基础设 施建设。如市国土局筹措资金

1302 万元，在项目区整理土地 1.0 8万

亩；20 06 年以来，市农发办示范区完

成投 资 1879 万元，完成土地 综合治

理 3.5万亩，建成了一大批“田成方、树

成行、旱能灌、涝能排、渠相通、路相

连”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水利局投入

资金 2301 万元，支持李楼村三级泵站

及郭营村 3 个小农水项目建设，同时

支持钱岗、鹿头等安全饮水集中供水

项目建设；农 业 局投资 560 余万元，

在示范区建设沼气池 3000 口，培训农

民工 2500 名，推广新型实用农技 1万

亩；扶贫办已投资 40 余万元，着力改

善示范区贫困人口生产生活设 施，并

在新市镇李楼村建设搬迁式扶贫小区

2 个；交通局在项目区建设 通村公 路

10 公 里，市民政局筹集资金 320 余万

元，硬化项目区村组公 路、渠道 24 公

里，惠及移民 250 0 余人。

3 .整合支农资金支持村庄生态环

境建设。自 2006 年起，市财政每年安

排资金 2400 万元，用于村容村貌整治

和小城镇 建设 ；20 08 年投入专项资

金 20 0 万元，实行“以奖代补”，集中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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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村庄进行脏乱差集中整治及门

前硬化配 套建设项目，建设 农户排 污

排水渠系 8.5公 里，建设 绿化地块 1.4

万平方米；林业局筹集资金 40 万元，

提供绿化苗木 70 00 余棵，对项目区村

庄开展“万树村”项目建设。

4.整合支农资金支持村组公 益事

业建设。将上级和本级财政支持农业

技术推广、新农村建设 试 点、村级 组

织建设 等资金纳入 整合 范围，实行统

一管理，集中投 放。教育局筹集资金

224万元，用于项目区中小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市委组织部安排资金 10万元，

对项目区 5 个村的村两委会办公 室进

行更新改造；财政、农业部门继续用

好 45万元农技推广补助资金，对项目

区 10 个村进行优质粮食作物品种改良

和推广；卫生局多方筹集资金资源，

确保项目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参

合率达到 10 0% ；财政、文体部门每年

筹措资金支持农村 乡村文化 站（室）、

农村电影 2131 工 程和农村文化服务车

等公 益性文化设 施建设，为示范区建

设 农 家书屋 10 个，放映公 益电影 120

场次。

整合支农资金促进了财政支农方

式的转变，使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向更

加科学、规范、有效的方向转变。在整

合过程中，枣阳市对整合资金全面实

行“统一制定规 划，统一申报立项，统

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统一绩

效考核”的管理模 式，有效地落实了

责任，加强了资金的监管，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 用效 益。同

时，为鼓 励本地农 业产业加快发展，

积极创新财政支农资金运行模 式，采

取了“民办公 助”的方式，支持小型农

田水利设 施建设、村庄整治、道路 建

设 等项目，极 大地提高了群众投资投

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有效提

高了整合工作效率。另外，积极探索建

立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绩效考评制

度，对支农资金整合成效明显的给予

倾斜和优先支持。还采取“以奖代补、

先干后补”等方式，对生猪、蔬菜、水

果等产业发展示范户进行补贴，充分

调动了各部门参与整合资金的积极性。

通过整合，将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办

大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发挥了财政资 金“四 两拨千斤”

作用。中央、省级以及市本 级财政资

金的投入，撬动了社会和金 融机构资

金的投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效应明

显。两年来，市本级以每年 2400 万元

的财政资金成功撬动 1.2 亿 元的社会

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两者的比例是

1：5，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和“乘数

效应”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2007年财

政整合资金也带动了社会投资近 500 0

万元。如 新市镇 李楼村、鹿头镇 郭营

村的村庄整治项目，整合投入财政资

金 200 万元，吸引部门、社会投资及农

民投资投劳 506 万元。

2 .加快了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问题

的解决 步伐。试 点以来，市本级财政

投入 169万元，与上级财政资金 1351.4

万元、农户投工投劳及企业等投入资

金 350 万元整合 使用，支持建设 农村

安全饮水项目，解决了 3万多农民的饮

水安全问题。整合投入资金 224万元，

解决了 2.5 万中小学 生的饮 水 和露天

吃饭问题。整合投入资金 450 余万元，

完 成了 10 公 里通村水 泥 路 和 13.5 公

里通组道路建设。整合投入资金 1760

余万元，扶持新建沼气池 2971口，新

增数字电视 用户 4500 户，配套建设 了

10 个文化中心户 和标准村级卫生 室，

培训农村劳动力 3000 多人，支持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使其参保率达到

10 0 % 。

3.促进了主导产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如新市镇，通过整合资金扶持发

展优质桃、李基地 80 0 0 亩，盛产期后，

可年产优 质水果 1.2 万 吨，年获销售

收 入 900 0 余万 元，促进了 300 0 余户

农户 1.5万余人脱贫致富。鹿头镇郭营

村，通过市里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50 万

元的扶持，260户农户建高产蔬菜大棚

300 亩，年产绿色无 公 害蔬菜 1000 余

吨，户均增收 8000 余元；市粮油加工

龙 头企业金华麦面集团有限公 司，整

合本地粮食加工企业 3 家，通过“龙头

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粮食加工 转化

模式，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网络

农户 17.5 万户，年转化优质小麦 36 万

吨。此外，鹿头、新市两镇建设 10 个

新农村示范点，硬化主干道 10 公里，硬

化其他 村内道路 13.5 公 里 ，改 水、改

厕 30 00 余户，新农村建设 示范点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单位：湖北省 枣阳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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