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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海变生命绿洲
高 雄  石 峰

地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

和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六师新湖农场，自1988年被列为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 来，已建成

新疆兵团特大型农牧团场，在浩瀚 戈

壁建起了 30余万亩国家重要棉花、粮

食生产基地，曾经的死亡之 海成了如

今的一片生命绿洲。

（一）加 大开发资金投 入力度。资

金瓶颈过去曾是困扰新湖农场发展的

一大障碍。为此，农场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加 大资金投 入力度。20 年来，

农业综合开发累计投入资金 5280.9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907.2万元，兵

团财政有偿资金 399.5万元，农场自筹

资金 2974.2 万元。2008 年，新湖农场

被列为兵团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实施单

位，国家已经投入资金 490万元。在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中，新湖农场按照“统

筹规 划、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规模开发、注重效益”的总体原则，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办法，在资金极

其紧张的情况下，每年都尽最大努力

足额 配套农业 综合 开发项目资金，保

证了项目的正常运转。

（二）加 强工 程项目及资金管理。

针对资金管理、工 程质量管理和工 程

进度三个方面，新湖农场采取 宏观协

调和微 观指导相结合、会议布置和现

场分阶段检 查相结 合的形式，做 到项

目资金严格按计划专款专用，按工 程

进度拨款，所有工程项目按计划完成，

工 程质量经兵团年度检查验收。在农

业综合开发工 程项目质量管理上，新

湖农场实行分级负责制度，严格层级

管理。对领导小组、办公 室和施工 单

位 三个层次，明确各自职责，减少推

诿扯皮等现 象。项目按 设计图纸 施

工，按质量要求检查验收，合格后才

能进入下一道工 序，对不合格的工 程

坚决返工，实行跟踪监督，严格质量

管理。为确保工 程质量，农场引进施

工监理单位、农发办、项目区职工“三

方监管”同时进行施工监管，既保证了

工 程质量，避免了无效耗费，又 充分

调动了项目区职工 参与工 程质量监督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工 程项目资金

管理上，新湖农场一直把履行合同制、

实行报账制、完善监理制等措施作为

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行严管的重要

手段。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行专人

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和资金运作全过程跟踪管理，并明确

资金拨付的三条原则 ：其一，根据工

程进度和质量拨款；其二，与项目计

划相衔接、工 程监理相沟通拨款 ；其

三，根 据自筹资金 到位情况拨款，保

证资金不 被挤占挪用。工 程 竣工 后，

迅速按程序办理移交，明确工程产权

和管理权，做到农场、分场、连队、职

工 四 级 肩上有责任，形成了连环 捆绑，

齐抓共管的格局。农业综合开发并不

是单一的土地开发工作，为此，新湖

农场把 农业 综合 开发与农工“绿 色证

书”、职工全员培训相结合，与滴灌设

施建设、工 程性平地、盐碱地土壤改

良、培肥地力、营造防护林等相结合。

农场每年利用冬闲时间对基层领导和

技术人员及广大农工 进行培训，每年

参加农作物栽培、农业机械、植物保

护等涉农培训的多达万人次。

（三）科技带动特 色 农业发展。

20年来，新湖农场坚持以 农业综合

开发为龙头，加 大土地治理力度，改

善农业种植条件，使种植业结构日趋

合理，充分发挥了农业综合开发的推

动作用。农场在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以 前，田 间作物以 淹灌为主，费工

费时，水肥 流失严重，生产效率低下。

从1988年实施农业综合 开发起，农

场以喷灌为主，减少了亩均用水量，亩

均皮棉单产增加 15 千克。2000 年以

后，农场又形成以 滴灌为主，滴灌首部

安装施肥 系统，肥料的利用率得到提

高，每亩可节约机械作业费 13元。皮

棉单产增加 40余千克，承包职工 年均

收 入递增 800余元，负担 逐年减轻。
“十一五”期间，新湖农场农业 综合

开发工作以 科技 为先导，以中低产田

区域治理为重点，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突出先进节水农业灌溉技术

和农田林网化建设，突出发展特色农

业，强化 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滴

灌工 程达到均水、均苗、节水、增地、

增产的功效，节水率达 45% 以 上，棉

花增产 15% 以 上，建成了“林成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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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园、棚成片、畜满圈”的标准化区。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特别

是喷滴灌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天气多

灾的情况下，更体现了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使抗灾能力得

到提升，从而大大降低了种植业的风

险 系数。凡是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农

田，灌溉地农作物旱涝保收。

通过国家农业 综合 开发项 目的

实施，新湖农场项目区的面貌发生了

根本变化。渠道的硬化、防护林的建

设、机耕道的整修，既 控制了水土流

失，又 提 高了项目区农田 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和抗逆性，为项目区抗御自然

灾害、维持生态平衡发挥了重大作用，

还消除了土壤障碍因素，改良了土壤

水、肥、气、热状况，提高了物质能量

转化 率。截至目前，新湖先后在 4 个

分场的 23 个连队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累计完成开荒及收复弃耕地面

积 2.8万 亩，改 造中低 产田 面 积 13.6

万亩，完成工 程性平整土地及拉沙改

土 4.5万 亩，打机井11眼，修建防 渗

渠道126公里，新增和改善灌溉 面积

58380万亩，修建机耕路 73公里，新

建农田 防护林 5690 亩，架设输变电线

路 43公里，使昔日的低产田 变成了能

排、能灌、路相通、田 成方
、

渠成网、

林成行的高产稳产农田，已形成土地

总面 积 981平方公 里、耕 地 52.49万

亩、人口 3.5万、从 业人员1.3万人、种

植面积 30余万亩、年产值 5亿 元的兵

团特大型农牧团场。农场职工 们由衷

地说 ：“农业综合开发给我们带来了

好收成！”

（作者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

纳斯县新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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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向农村 “集结”

李孟侠  张 浩  李小平

近年来，河南省西峡县政府采购

工作围绕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在全

面覆盖县本级预算单位的基础上，积

极向农村“集结”，初步实现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目标，政府采购工作积极

上山下乡，探索出了一条乡镇政府采购

“重点突破、多点开花、全面推进、规

范管理”的新路子，强有力地推进了乡

镇政府采购工作向纵深发展。政府采

购的“阳光雨露”洒向农村，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是重点突破。西峡县在政府采

购工作向乡镇推进过程中，将农村中

小学校危房改造工程作为突破口。国

家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

造实行专项转移支付，西峡县抓住上

级增加补助教育经费的契机，积极调

整支出结构，统筹本级财力，合理划

分县乡政府负担危房改造资金比例和

范围，制定相关政策，将农村中小学

校危房改造纳入政府采购，全程实行

阳光操作。为打造危房改造精品工程，

建设百年校舍，不断创新政府采购机

制，采取了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六

个一”措施，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招标、统一施工、统一监理、统

一验收，严格政府采购程序。为充分

发挥政府采购优势，在农村中小学校

危房改造工程中，政府采购认真落实

建筑施工单位资质准入制度，保障危

房改造工程质量。同时，政府采购中

心主动邀请人大、监察、审计和检察

院等相关监督审计机关全程参与政府

采购环节，聘请县公证处予以法律公

证，确保危房改造工程招投标活动的

公开、公正、公平。通过政府采购公开

招投标，降低危房改造工程成本，综

合节支率达15.7% ，节约资金全部用于

中小学校食堂、公厕、围墙等附属设

施，有效改善农村中小学校环境，把该

项惠民工程真正建设成为民心工程和

放心工程。三年来，西峡县财政共投

入农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资金1288万

元，改造近 90所中小学校D 级危房3.7

万平方米。新建校舍153栋，新增校舍

面积14万平方米，维修校舍1.5万平

方米，在全市率先消除了农村中小学校

D 级危房。涉教工程全部纳入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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