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政府和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

供。对一些地方公共产品，中央政府

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按贫困程度予以

支持，农民只需对其愿意购买的地方

性公共产品缴纳负担较轻的税费和

村集资。而县乡财政多年处于困境之

中，农村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

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尤其在民族地

区应取消县乡政府筹资配套大型项目

的做法。县乡公共财政一 般只负担政

府运转和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支出。

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权应该

优先配置于基层政府，因为基层政府

更接近于服务对象，更易于获得有关

公民偏好和降低成本等方面的信息，

也更便于公民监督。

（三）拓宽市场供给空间，建立农

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的政府主导地位，并不排

斥用市场的力量来改进和提高公共产

品供给效率。应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由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诱导模式转

变，做到民主决策、政府诱导、混合生

产，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

在供给主体资金来源和供给方式上实

现多元。对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按照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政府可以通过

委托、购买、代理等方式，把公共服务

的供给转移给企业、民间团体来运作，

大力发展市场供给，政府则在制定发

展规划、提供信息服务、放松管制等

方面为私人部门参与准公共产品的供

给创造必要条件，并利用税收土地等

政策措施鼓励私人供给的发展。

（作者为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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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攥紧支农资金“拳头”

助农增收

艾家会  邹祖国  尚红武

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后，“多予

放活”逐渐成为县乡财政工作的“重

头戏”。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财政

所在支农实践中不断创新理念，攥紧

3000 余万元支农资金的“拳头”，以

帮助农民增收、保障民生需求为切入

点，着力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各级财政支农资金在该镇日渐

凸显出“裂变”效应。

60万元：扶起“柑橘专业合作社”

长江之滨的红花套镇因盛产蜜

橘而闻名遐迩。3万多亩的柑橘面积，

6万多吨的柑橘产量，农民人均收入

的 60% 以 上来自柑橘，使该镇成为

名符其实的柑橘大镇。然而柑橘大镇

是否就是柑橘强镇呢？“产量高、档

次低，大 路货、罐头果，年年丰收，

赚钱不多”。一首顺口溜形象地道出

红花套柑橘高产低质的现状，最近几

年，其价格也低至每市斤只有 0.4 ～

0.5 元。滥施化肥及高毒农药，恶性

早采上市，是导致红花套柑橘现状的

根本原因。

2006年 4月 1 8日，一个旨在推

动柑橘种植户拒绝化肥和高毒残留

农药，推行标准化、无公害的“原生

态”柑橘种植的产业合作社在该镇

南桥村成立。打造精品园、振兴红

花套蜜橘的“民心工程”随之起动。

不过建园之初，入围精品园的 1 1 户

农户心中颇忐忑不 安 ：“听 说搞精

品园要打水泥路、整堰塘、修水沟、

买捕虫黄板，还要在田里铺步行砖。

我们要投几 万块啊？假如亏了该咋

办咧？”

“所有的投入全部由市镇两级财

政负担，当年入社的农户，每亩由财

政按照 3000 元保 底赔付损失，收

入超过保底数的，财政一 分钱都不

取。”财政如此承诺。很快，60多万

元的财政支农资金由市、镇两级财

政注入到 1 1 家农户的 100 亩精品园

中 ：1 .7公里的水泥路、550 米的水

泥沟渠、整治如新的 2口堰塘、800

多平米的人行道步行砖、100 张捕

虫黄板相继购置、完工、使用……

到 1 1 月份，入园 1 1 家农户共产

出 49万多斤精品柑橘，合作社全部

按照 1 .04元 /斤的价格收购，比农民

以前自己单卖价格提高约 50%。柑

橘合作社的精品柑橘口感香甜、外

形美观，一上市就被多家单位订购一

空。柑橘合作社社员赵某兴奋不已，

他家产柑橘 4万多斤，一下子就增收

了 2万多元。

一花引得百 花开。2007年，加

入合作社的农户已增加到 98户，“原

生态”果园也从去年的 100亩扩大到

1000 亩，预计可增收近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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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万元财政 支农 资 金投 入的

仅是一颗“火种”，由其扶持起来的

一个柑橘专业合作社却带动了一个

村乃至一个镇的柑橘丰收，它的“裂

变”效应激活了红花套镇的柑橘主

导产业。

100万元：拓宽库区移民致富路

八百里清江，不单只呈现那如画

的风景。高坝洲水电站的兴建，为红

花套镇鄢家沱村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水

上养殖场。电站发电后，一部分移民

在搬迁的地方安了新家，还有部分移

民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老

家，依托优质的清水资源发展起以鲟

鱼、鮰鱼为主的人工养殖业。

创业之初，农民们搞网箱养殖，

由于没有公路，养鱼的食料全靠摩

托车驮下河，再用人挑到网箱上。从

2001 年起，各级财政投入近30万

元，先后帮搞养殖的库区移民修建了

9条专用公路、5个专用码头，拉了 3

条专用电线，现在再也不用“车驮人

挑”，库区移民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了！

为改变单户养殖难以销售、抗风

险能 力差的状况，2004 年 6月，在

政府、财政部门的支持下组建了天河

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该公司已成

为一个集孵化、养殖生产、销售系列

优质清江鱼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年产优质清江鱼 1500 余吨，

产值达 1900多万元。

2007年，财政部门再度投入 60

万元的支农资金，扶持库区水产养

殖业做大做强。帮助公司修建了办公

楼、仓库等硬件设施，还邦助公司与

长江大学牵手建立了 1700 余只高标

准网箱养殖的示范基地。支农资金

为清江库区近万名农民拓展出了一

条经济效益高、安全可靠的农业产

业化经营发展之路，每年为库区农民

增收 400 多万元。

2100万元：为全镇群众解疾苦

“关心社员衣食住，问寒问暖问

辛苦” 正像歌曲所唱一样，近几年，

红花套镇将财政支农资金积极服务

于新农村建设，以群众急需解决的现

实问题为切入点，助推解决群众生活

难题。

大溪村是该镇最 为偏僻的一个

山区小 村，交通极 为困 难。2005、

2006两年，财政部门共投入 1 10万

元资金硬化了进出大溪村的 9.8 公

里公路路面，彻底解决了全村 800多

人的行路和农副产品运输难的问题。

近几年，该镇累计投入财政支农资金

1800 多万元，硬化村级公路 130 余

公里，硬化率达到 75% ，维修“晴雨

路”30 多公里，基本形成了“村级主

干公路硬化、组级到户公路晴雨化”

的交通格局。

2005 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试点工作在该镇启动，2007年已有

24264人参合。为真正做到“小病不

出村、一般病不出镇”， 近两年，财

政除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 35 元

和 45元外，还对该镇卫生院实施标

准化改造，先后投资30多万元改造

了 10 个村级卫生室，定点的村级卫

生室全部达到整改标准，较好地解决

了群众看病难问题。

该镇紧邻长江的几个村大部分群

众喝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机井水，

硝含量高，对身体的危害大。近几年，

财政投入 20万多元支农资金，实施

安全饮水工程，帮助周家河、杨家畈、

渔洋溪、鄢家沱等村先后完成自来水

改造，5000 多家农户用上了干净的

自来水。

环 境差是农村的“通病”。该镇

投入 70 多万元资金，通过以奖代补

的方式调动农民美化家园的积极性。

生态家园建设和庭院净化活动在该

镇全面展开，2 100 家农户庭院实现

净化，6000 多家农户完成了以“一池

三改”为主的生态家园建设。“垃圾

集中丢、房顶蓄太阳、橘树绕农舍、

庭院四季香”的新农村正逐步在长

江边呈现。

近几年因国家重点工程征地等原

因，造成该镇部分农民土地减少，财

政部门为此投入50多万元资金，为

960多个失地农民交纳了社会保险。

同时改造和维修农村贫困户危房 43

处、将 180多户城镇及农村贫困家庭

纳入低保范围、把全镇 85% 的农村五

保户集中供养，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

照在红花套镇的每一个“角落”。

320万元：给全镇农民发“红包”

惠农政策是党和政府发给农民的

“红包”。近几年，财政部门每年通过

“一折通”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增资补贴、农机具购置

补贴、计划生育奖扶补助等各项政策

补贴资金72.6万元，退耕还林补助

资金 43万元。2007年 7月， 73.92

万元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

金按期兑付到 2464个原迁移民手

中。

从 2007年春季开学起，免除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该镇近

2300名中小学生共沐春晖，小学生

年平均减负 150 元、初中生年平均减

负 250 元，全镇直接减轻农民负担

50.2万元。

该镇镇长白华这样计算财政支农

资金带给农民的增收账 ：“农村税费

改革的三年间，财政部门每年向全镇

农民收取农业税近 80 万元，免收农

业税后，到 2007年 7月底，单是发给

农民的各项补贴款和减免费用就将

近 240万元，这一出一进，农民直接

得到的实惠就是 320万元。

（作者单位 ：湖北省宜都市财政局

红花套镇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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