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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县重点突破  

民生建设“农”字当先
胡 伟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财政部门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帮助

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放在首位，加

快土家山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农

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 800元增加到

现在的3000多元，增长近4倍。全县综

合经济实力跨入全省37个山区县前 9位。

实施“四大工程” 夯实农村

发展基础

以乡村公路建设和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环境为抓手，大力实施“ 四 大工

程”。一是实施通村道路硬化工 程。

2006 年财政部门共捆绑资金 9000多

万元，完成通村道路硬化 521.8公里，

为全省之最。2007年又投入 1700多万

元启动通村道路硬化 350公里，实现

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农

村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不少村民自

发投资从主干道上接通入户的水泥路，

把自己的家庭和城市联通起来，为脱贫

致富奠定了基础。二是实施“困难救助

工程”。通过采取“扶贫五到户”（扶贫

搬迁到户、危房改造到户、小额贷款到

户、困难户扶贫到户、困难学生扶持到

户）、“救助五到人”（特困救助到人、大

病救助到人、残疾人救助到人、乞讨人

员救助到人、法律援助到人）的办法，

三年来共筹集资金 1500 多万元，救助

贫困群众逾 4.4万人，基本解决了农村

弱势群体生产生活难的问题。三是实施

“助学启智工程”。三年来通过政府投

入、向社会募集等渠道筹集资金1100

万元，救助贫困中小学生和贫困大学生

近 7万人次，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学生“上

学难”的问题。四是实施“劳动力转移

工程”。近年来，县财政每年投入资金

100多万元推动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让

1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

抓好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就业

创业能力

充分整合科技、农业、劳动、扶贫

等资源，集中开展引导性培育，抓好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

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在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海拔最高的火烧坪乡，过去村民吃的

是洋芋果、烧的是蒿子火、住的是茅草

窝。村民们种植莴苣，菜还没有成熟就烂

在田里；种白萝卜，因种子质量问题而一

无所获；种“盖蓝头”菜，因不懂技术而

失败。针对这种状况，县财政局拿出资

金，聘请专家到田间地头“会诊”，手把手

地教村民技术，全乡靠种高山蔬菜赢得了

“湖北高山第一村”的桂冠，在火烧坪的

带动下，长阳荣获“全国高山蔬菜第一县”

称号。近三年，全县共培训农民工近10

万人次，集中开展农业技术培训5万多人，

提高了农民转移就业和科技致富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 促 进农民

稳定增收

一是深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高

质量建设了48万亩菜、鱼、果、药、茶、

畜等一批优势农产品基地，培育了一

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打造了火烧

坪高山反季节无公害蔬菜、资丘木瓜、

金福红栀和清江鱼等一批精品名牌，

农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实

力持续增强。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劳务

经济促增收。通过采取完善政策体系、

加强教育培训、典型示范引导、拓宽务

工渠道、打造劳务品牌、健全保障机

制六项措施，大力发展农村劳务经济，

使之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三是加

快发展非农产业促增收。围绕建设新

型工业强县和生态文化旅游名县，加

快建设一批成长性好、综合效益高的

工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积极支持

农民从事以生 态文化旅游业为龙头的

第三产业，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大力发

展以家庭手工业、运输业、家庭旅馆、

农家乐休闲以及奇石、盆景、根艺等为

重点的特色旅游，为农民培育了稳定

的非农收入来源。如目前长阳近 1万多

农民从事的清江奇石产业，每年可为

全县创收 1亿多元。

加快工作创新 推进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建设

为让广大农民能“看得上病、看得

起病、看得好病”，长阳财政部门加强

观念和方法创新，积极推进农村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长阳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农民人数由 2003 年的 2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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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升到 2007年的逾 30万人，参合

率由 66.13% 提高到 89.99% 。2007年

全县享受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逾 24万

人次，补偿金额 1320万元，其中住院

补偿金额 1041万元，住院补偿率达到

了35% 。从2007年开始，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已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

段，为使合作医疗基金征收工作适应

形势的发展，县财政部门主动上门宣

传，尽可能将那些思想认识不到位、不

愿参合的农民纳入到合作医疗的保障

范围。2007年全县筹集到位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金1514万元，并实现了基

金收支当年平衡。其中为支持五保户、

农村特困户和农村重点优抚对象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财政从 2004 年

起从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按每人10

元的标准资助了他们的个人缴费部分。

2007年经民政部门核定资助的困难对

象共 13681人，其个人缴费全部在农

村医疗救助金中列支。此外，为解决

参合农民以及农村贫困群众在按规定

享受合作医疗补偿后自费金额仍然较

大、影响家庭生活的问题，还制定实施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二次补偿办

法和城乡贫困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明确了对农村困难对象的医疗救助政

策。如第一次补偿后自费金额在 5000

元以上者纳入二次补偿范围，在 5000

元基础上自费金额每增加5000元二次

补偿 250 元，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凭有

效证明可在上述补偿金额的基础上增

加一倍补偿；经县民政部门审批确认

的农村五保户、农村低保对象和重点

优抚对象，因患病住院所发生的诊疗

费用，在获得合作医疗资金补助，扣除

各种个人负担费用后，个人自负医疗费

用较大、影响家庭生活的，可以申请获

得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创新，使广大农民群众切实享受到

了公共财政的温暖，促进了全县卫生机

构特别是乡镇卫生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建设，实现了医患“双赢”，被国家八部

委授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先进

县”称号。

（作者单位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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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30周年
——我所了解的农村综合改革”征文启事

我国的改革是从 农村开始的。回

首农村改革三十年，我们已经昂首阔步

迈出了历史性的三大步：第一步，实行

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

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 农村税费改革

为核心的国民收 入分配关系改革；第

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 变革

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三十年深化

改革，三十年风雨兼程，换 来了今天农

村领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为全面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 农村综合改革的政策、部署，按照促

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

目标，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

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形势、问题和对策

思路，形成社会各界关注改革、宣传改

革、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本刊拟协同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 室

开展“农村改革30周年——我所了解的

农村综合改革”征文活动，就改革中有

关重点、热点、难点问题，面向全国各

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部门和社会各界

征集稿件，择优在《 中国财政》上刊载。

本次征 文主要包括 10个方面的内

容，分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成就

及重大影响；农村综合改革走向及 政

策研究；乡镇机构改革的成效、问题和

对策；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

效
、
问题和对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

成效、问题和对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成效、问题和对策；农村公 共服务体

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政策性农

业保险试点成效、问题及对策；乡村债

务，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化解

进展、问题及对策；建立以 工促 农、以

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形成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一体化 新格局的体制机制和

财税政策。作者也可以 自行选择与农村

综合改革相关的其他题目。稿件文体不

限，字数 5000 字以内为宜。

本次征 文活动本刊将协 同国务院

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 室邀请有

关专家对稿件进行遴选，评选出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拟对优胜

者给 予适当奖励，并把 稿件择优 汇编

成册、出版发行。

来稿请寄北京市187信箱中国财政

杂志社财政编 辑中心，邮编 100036；

电子稿 件请发 至 csf187@263.net 。

请在信封上或邮件主题内注明“农村改

革 30周年——我所了解的农村综合改

革”征 文稿 件字样。征 文截止日期 为

2008年10 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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