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真正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的多渠

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农田水利投入体

系，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要尽快

形成农田水利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

同时，要集中国家中小型水利建设、农

业综合开发、以工代赈、水利基金、扶

贫基金等与水利建设有关的资金，捆

绑使用，统一调度，整体推进，发挥

资金的最大效益。

——加强农技服务，推动经验种

田向科学种田转变。切实增加农业科

研 投入，在保证课题经费的基础上，

加强科研基础设 施、试验基地、信息

服务、网络科 技环境 等农业科 研 基

础条件建设，支持农业科研部门加强

杂交早稻、两系超级杂交稻、杂交稻

品质育种、强优恢复系选育等新品种

选育工作和轻简栽培技术研 究。增加

对农技推广和服务工作的资金投入，

建立农技推广事业经费投入 的保 障

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加强乡镇农技

推广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推广人员素

质，稳定推广队伍。要从农村实际需

要出发，变目前政府组织推广的单一

模式为政府、龙头企业、农民协会共

同推广的网络模式，重点推广优质高

产品种、测土配 方施肥、免耕栽培、

科学田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节

本增产技术，提高种粮水平，降低 种

粮风险。

——完善激励机制，行政推动与经

济激励结合。既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又要调动粮食主产区政府种粮

的积极性。一方面，要把粮食工作“一

把手”负责制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

粮食工作目标考核机制，细 化和量化

各项管理指标，真正把粮食工作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粮食播种面

积台账，有关部门要加强跟踪检查，对

不合理占用耕地用于商业开发、种树、

建养殖场或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该

退还的退还，该清理的清理。另一方

面，加大对产粮 大县、国有粮食企业

和粮食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鉴于粮

食主产区财政的特殊困难，中央应出

台相关政策，对主产区粮食财务挂账

予以减免，并取 消由粮食主产区建立

粮食风险基金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

或在商品粮消费地区建立粮食风险基

金，解决产粮越多包袱越重的财政反

差；建立奖励产粮大县的长效机制，

奖励资金要向多种粮、多产粮、多调粮

的地方倾斜，不断增加补助资金规模，

使产粮大县真正享受到“以工补农”的

政策实惠；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统

筹解决好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资金缺口

问题，尽量减少资产变现，保留区域内

的粮食收购骨干网点，同时加大仓库

维修资金投入，确保粮食收得进、储

得下；进一步加大对粮食加工企业的

扶持力度，增加粮食风险储备规模和

技改贴息项目，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

非国有经济扶持资金、绿色食品发展

资金要拿出一定比例，重点扶持粮食

加工企业发展；要制定支持粮食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使企业有稳

定的利润来源，从而承担起发展订单

农业、进行粮食储备、转化丰产余粮

的责任。

（作者单位 ：湖南省常德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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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永平：烤烟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经过财政 多年扶持，云 南省永平县烤烟

已经发展成为当地财政收 入增长、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全县 烟叶收 购量从 1988年的

2.25万担增加到 2008年的 11 万担。

（杨福 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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