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突出重点，加大投入

为确保重点投入，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吉林省在全程农机化示范区

建设资金安排和使用上坚持做到“五

个突出”：一是突出粮食主产区，根

据全省各县（ 市）农机装备基础状

况、农民的积极性和自筹能力，示范

区建设以中部土地集中连片的产粮

10 亿斤以上大县为主；二是突出民

办公助，以新农村试点村镇农户、农

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为主；

三是突出主要粮食作物，以玉米和水

稻为主；四是突出集中投入、规模经

营、示范带动，逐年建设，稳步推进；

五是突出农机化新技术，以实施保护

性耕作和机械化旱作农业技术为重

点，实现结构优化、先进实用、运行

高效的目标。

2007年是吉林省实施全程农机

化示范区建设的第一年，为全力支持

示范区启动建设，加快推进全程农

机化进程，省财政积极筹措资金，加

大投入力度，在国家补助基础上，又

筹措安排全程农机化示范区建设专

项资金 1.1亿元。一是用于农机购置

补贴、项目建设等专项资金4400万

元；二是安排示范区场库棚建设补

助资金 4000万元，平均对每个农机

专业合作组织（农机大户）给予场库

棚建设补助 8万元，用于大中型农机

具停放、维修等场库棚建设，注重加

强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三是

安排关键环节农机具研发资金 2000

万元，用于支持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重点农机企业以及农机推广单位

等开发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农机

具研发项目，注重提高农业机械化自

主创新能力；四是安排工程建设培

训费和管理费 600万元，注重提高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确保示范区

建设资金需要。

通过全程 农机 化示范区 建设

的试点示范和购机 补贴政策的引

导，农民投资农机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农机装备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农机作业水平、社会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由分散经营向

规模经营、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

率，促进二、三产业和劳务经济的

发展，最终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

的。2007 年，全省共完成示范区建

设面积 200万 亩；建设平均 4000

亩规模的全程农机化示范基地 500

个；扶持各类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达

到 566 个，比上年增加 132个；全

省农机固定资产超过 10万元的农

机大户达到 7450 个，比上年增加

1220 个；示范区 60 % 的耕地由农

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覆盖，

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购置大型

拖拉机及配套农具、玉米收获机、

水稻插秧机、水稻收获机等5000台

（套）；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70 % 以上；新增转移农村劳

动力 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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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

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4 月 28—29 日，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 管理中心和美国 江森自控 公 司在北京联

合举办了“2008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论

坛”。财政部部长助理 朱光耀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

境保 护部等政府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以 及 江森自控、世界银行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的代表，共同探讨了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

发展等重要问题以寻求有效解决方案，论坛取

得了圆满成功。

（本刊记者  刘慧娴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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