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创新支农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

发挥财政职能  发展现代农业

天津市财政局

发展现代农业，既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新农村建设

的首要任务。天津市各级财政部门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支农工作，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加大投入，

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强化科技

支撑，发展产业化，积极促进现代农

业建设。

建立投入保障机制

近年来，天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

方针，不断增加投入，建立和完善财

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同时，结

合都市型农业特点，调整支出结构，

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发挥作用。

一是确保每年财政支农资金增

量高于上年。2006年市级财政支农

资金预算 5.2亿元，同比增长 17% ；

2007 年 达 到 8.7亿 元，同 比 增 长

66% ；2008年增加到 13.7亿元，同

比增长 58% ，确保了现代农业建设资

金的稳定增长。

二是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健全农

业补贴制度。2007年，落实粮食直补

面积 503万亩，每亩补贴 30 元，落实

地方直补资金 1.51亿元，比 2006 年

增加 2100万元，直补资金全部通过

“一卡通”发放；安排 12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优质粮食作物良种补贴，补

贴农作物品种 20余个；安排 1000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机具购置补贴，补

贴各类农机（ 具）2600台（ 套）。这

些支农惠农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种

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出现恢复性

增长。
三是逐步建立农业生产风险防

范机制。巩固和完善畜牧防疫财政

补助政策，对口蹄疫、猪瘟和高致病

性猪蓝耳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安

排经费 881万元，免疫生猪 175万头，

做到应免尽免。加强重大动植物病

虫害预测预报和各类预警应急体系

建设，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市财

政投资 861万元建设“天津市林业有

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体系”，有害生

物应急防控面积达到 3467km 2以上，

监测覆盖率达到 90% ，重点预防区

监测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极大地

提高了重大有害生物监测和控制水

平，增强了森林资源管理保护能力；

市财政还投资 3000万元建立气象预

警系统，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预

报工作。对能繁母猪保险保费给予

财政补贴，全市 7.8万头能繁母猪投

保，占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的 30% ，

兑付保费补贴 375万元。同时，积极

探索其他农产品保险补贴试点，研

究制定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工作方案，2008年将初步建立起农

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2004年以来，市财政每年安排

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与推广应用，2007年增加到

4000万元，重点支持具有天津优势

的产业。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目前

已实施了各类市级重点技术转化推

广项目 234项，共引进农业新品种

1771个、新技术 114 项、新产品 48

个、新专利 9 件，累计推广各类农业

新品种 353个，开发新产品 152个；

农业技术转化推广项目已使 20多万

人掌握相关技术，带动农户 58.6万

户次，取得社会经济效益 34 亿元，

全市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了

56.2%。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种子

种苗产业、设施农业产业、农产品加

工保鲜产业等领域形成了一定规模，

涌现出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公司、

天津科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顺园林装饰有限公司等一批涉农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已成为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

同时，与国家科研院校科技合作

项目也取得丰硕成果，每年有近 200

名合作院校的专家学者到天津农村

参加项目实施，其中有 8项获得了天

津市科技进步奖，解决了天津市大

豆品种更新、新型种衣剂开发、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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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快速检测、奶牛胚胎移植、冬枣

组培快繁、荒山绿化、生态规划、盐

碱地改良利用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

关键技术问题，取得了6.21亿元的社

会经济效益。
此外，重点支持公益性农业科研

机构开展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投

资 2540万元启动农业科研实验室改

造项目，围绕发展节约型、集约型、

生态型现代农业，有重点、有计划地

改造和装备一批重点实验室，优化

研究环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逐步

使市农科院发展成为天津农业现代

化科研实验基地、高级科研人才培

养基地和对外学术交流中心，成为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我国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

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加强设施农业建设。2007

年安排 1.5亿元资金对种植业设施

建设给予补助，目前已建成面积 3.4

万亩。一大批高标准、大规模的温

室、大棚纷纷建成，并初步形成了几

个规模化种植业设施生产产业带，

如：蓟县津蓟高速公路两侧设施蔬

菜产业带、蓟县出头岭设施食用菌产

业带、武清北部设施蔬菜产业带等，

增强了设施农业产出率和经济效益。

二是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展。连续几年安排 1000万元专项

资金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贷

款给予贴息，在项目安排上，坚持优

先安排有基础、有特色、能够形成区

域优势和带动农户生产能力强的企

业。2006、2007年两年共扶持龙头

企业 58家，带动项目投资15.9亿元。

经过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装备化、科技化和国际化水平明显

提高，如蓟县绿色食品开发总公司通

过财政贴息增加了一条屠宰线，改造

了屠宰分割车间和低温库，增加一座

日速冻能力 10吨的速冻库，年屠宰

能力从 1万头增加到 3万头，直接带

动基地农户 1500户，肉制品年加工

能力达到 6000吨。

三是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发展。每年安排 400万元、2007

年起增加到 80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几年下来，全市

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36个，

社员 3.5万人，未加入合作社但与合

作社签订合同享受各种服务的农户

6.76万户。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开

展培训、营销和加工等，通过建立和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载体，将

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获得市场主体

地位，实现了规模经营。例如，宁河

县农一夫生猪养殖合作社，由500多

名养殖户、30多个养殖小区和屠宰、

销售单位联合组建，实行统一仔猪

供应、统一卫生防疫、统一生猪收购、

统一屠宰分割、统一鲜肉包装、统一

市场营销的“六统一”服务，形成了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把原来

分散经营的生猪养殖户、加工和销售

单位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联合

起来闯市场，共同抵御风险，实现了

生产增效、农民增收。

培养新型农民

建设现代农业的前提必须从整

体上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从 2004

年开始，天津市连续 3年实施农村劳

动力培训工程，市、区县财政累计投

入农民教育培训经费近 2亿元，111

万农村劳动力得到了不同层次的培

训，每两名农民劳动力就有一人学习

了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通过培训，

广大农民创新意识得到了增强，创业

能力得到了提高，培养出一批知识型

的种养大户、经营能手，成为农业生

产中的专业农民，影响带动更多的农

民走上科技致富道路。例如宝坻区

黄庄乡司家庄农民高风歧通过培训

学习了肉鸡养殖技术，自家养殖肉鸡

4.5万只，还带动 37个养殖户，年出

栏 10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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