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财政
“普惠制” 良种补贴深受农民欢迎

江西省财政厅

2004 年，国家开始在江西实行水

稻良种补贴，2007年新增了油菜良种

补贴。这两种农作物良种补贴，江西省

均采取 了“普惠制”补贴方式，即凡是

种植油菜者和在计税土地上种植水稻

的农民均可以享受到良种补贴，财政部

门按照核实的面积采取“一卡通”形式

将资金直接拨付到农民的存折上，农

民通过存折领取现金。良种补贴政策

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深得各级政府

的认可，成为保障粮食和油料安全的

重大支农政策，成效显著。自实行良

种补贴以来，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得到

快速恢复和发展，油菜种植面积得到

了恢复性增长，农民人均种粮纯收入

四年累计增加 300 元以上。

江西省实行“普惠制”的作物良种

补贴 方式，强调以农民为本，尊重农

民意愿，将良种补贴政策知情权、良

种选择决策权、资金监督权交给农民。

在良种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做

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注

重一个“广”字。良种补贴政策面向广

大农民，要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政策效果，就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惠农

政策传递给广大农民，让农民能从心

底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切实调动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在 2004 年

开始执行水稻良种补贴政策之初，江

西省在省级报刊和省政府网站刊登了

《 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粮食生产致全

省农民朋友的公 开信》和早稻良种补

贴实施办法，公 布了良种补贴的标准、

操作办法及监督电话等。省财政厅组

织各县财政局印发省委省政府致农民

朋友的公 开信及早稻良种补贴实施办

法并亲自发放到农户手中。全省 100%

的农户家庭均收到了财政部门印发的

资料。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派出督导

组 到 部 分 市、

县、乡、村督导

工 作，省、市、

县、乡四级共组

织了 5万名干部

进村入户，宣传

良补政策。各地

还 结合本 地 特

色，进行形式多

样的宣传，如章

贡 区 组 织 文 艺

宣传队编排了一

台宣传良种补贴政策的专题歌舞节目，

南康市也组织专人编写小戏曲、小品等

文艺节目到各乡镇作巡回演出。通过

各种渠道的广泛宣传，全省无论是平

原还是边远山区的农民都知晓了良种

补贴政策。

二是设计操作办法，注重一个“简”

字。江西省在设计良种补贴政策操作

方案时，提出要设计目标清晰、受益

直接、方便农民的操作办法，使与农民

直接联系的良种补贴操作环节以简便、

贴近农民生活为主。因此，江西省良种

补贴在补贴标准上，采取按田亩计算

的简单补贴办法；在面积核实上，为

方便农民监督，把公 示工作落实在村

级层面，同时要求必须在村委会的村

务公 开栏和村口农民经常出入的地方

公开种植面积、补贴面积和补贴结果；

在资金发放上，为简便农民领取现金

手续，实行一户一折制，存折上明细补

贴资金名称，以通知书的形式将补贴

金额告知每个补贴农户，农民任何时

间都可以凭身份证通过存折领取补贴

资金。

三是准确核实补贴面积，注 重一

个“责”字。经核实后的面积是良种补

贴的直接依据，面积是否准确核实到

位直接影响到良种补贴政策的贯彻落

实。因此，江西省提出了“村委会两榜

公布，户主签名认可，村、乡、县、市、

省五级审核，农业、财政、银行三个部

门把关”的上报制和“省核实到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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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核实到乡、县核实到村”的分级负

责模式，把面积核实工作的责任具体

落实到各级部门和利益主体，把原本

模糊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定位，严格按

照程序核实粮食面积，决不允许出现

任何差错，一经发现，都要追究相关

部门和人员的责任，从而保证了补贴面

积的准确性。

四是建立农民基础信息数据，注

重一个“全”字。依托良种补贴，江西

省建立了惠农补贴管理信息系统，将

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退耕还林资

金、油菜良种补贴等直接针对农户补

贴的资金全部纳入 惠农补贴管理信息

系统。该管理信息系统由省、市、县、

乡四级财政部门使用，覆盖农户的基

础信息，与补贴标准相关的基础数据，

省、市、县各级财政下拨资金指标，补

贴资金向种粮农民兑付的信息以及资

金拨付进度全过程，是采取“一卡通”

发放各种惠农补贴的管理平台。农民

基础数据的建立为财政部门向广大农

民提供更加有效、便捷的服务提供了

条件，有效防止了资金被截留、挪用等

现象的出现。

五 是 加 强补贴资金的管理 与发

放，注重一个“严”字。江西省把良种

补贴资金纳入 了“一卡通”发放范围，

实行专户、专账管理。省财政按照农

业部门核实审定后的补贴面积，将补

贴资金逐级拨付到市县财政专户，再

由县财政拨付到乡镇财政所，财政所

再 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在 当地 农行分

支机构或农村信用社开设的“良种补

贴资金专户”，核算良种补贴资金收

入、支出和结存情况。乡镇财政所按

照核定的面积，以通知书的形式将补

贴金额告知补贴农户，同时通知当地

农村信用社 或农行分支机 构将补贴

金 额如数 打入 农户存款，确保 农 民

任 何 时间都 可以凭身份 证提取 补贴

存款。

六是重视农民情况反映，注重一

个“情”字。农民通过各种渠 道反 映

良种补贴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是对财

政部门的信任。对农民反 映情节严重

的问题，省财政厅亲自组织相关人员

或由厅监督局组织实地检查，对查证

属实的问题依法 依 规处理；对其他

一般性问题，督促当地财政局深入了

解并将了解情况和落实意见向省厅汇

报；对反映的问题不是十分 清楚的，

也要求当地财政进行了解。凡是农民

反 映的 情况，都对反 映 人 员进行保

密，同时将查办情况 第一时间反馈农

民。对农民信访情况的重视，调动了

农民监督的积极性，增强了基层的外

部约束力。

七是监督工作常抓不懈，注重一个

“狠”字。四年来，江西省每年都组织

和借助力量对良种补贴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对历次检查出来的问题都进行

了严肃的处理，对未按程序操作的地

方进行全省通报，对抵扣税费、旧欠、

以资代劳款、集资款的，按抵扣金额

对相关市（县）进行罚款，罚款资金全

额上缴省财政，相关市（县）必须自行

安排资金将补贴全部发放到户，对相

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并责令其向

农户作出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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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安：举办政府非税收入

管理知识电视大奖赛

为强化政 府非税 收 入政 策宣传，全

面提升非税收 入管理的规 范化、精细化 、

科学化水平，近日，山 东省泰安市举办了

全市政府非税收 入管理知识电视大奖赛，

向广大市民普及相关知识。

（池庆喜  张昌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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