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入手，加大对土地沟村桑蚕产业的

扶持力度。他们从湖北省农科院桑蚕

研究所请来了技术员，对农户进行技

术培训和解答实际问题，财政局为该

村购买了 3000多元的养蚕实用书籍，

便于农民在生产中遇到问题随时查阅。

经过培训后的农民生产出来的蚕茧不

仅鲜白油亮，而且产量大幅度提高，养

蚕也由传统的春、夏两季扩展到春、

夏、秋三季，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并协助该村与省农科院达成常年购种

和免费指导的协议。

为解决桑蚕生产环节分散养殖 ，

多头投入的生产成本增加问题，县财

政局从 1997年到 2000年先后投入 38

万元，建成了20平方米的蚕卵孵化室，

40平方米的催青室，6间480平方米的

小蚕共育室，这些房间设备配套，功能

齐全，并由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负责，

小蚕共育到一定的期龄再分发到各农

户喂养。这样农户购种的成本就降低

了，蚕种孵化省事，小蚕共育、催青再

也不需要各农户都操心。财政投入的

这些扶贫资金让土地沟村的农民在生

产过程中得到了实惠。

为解决鲜茧卖难问题，防止奸商

在鲜茧收购季节杀价坑农，从 2001年

到2004年财政局先后从“国际农发基

金小额信贷”中提供45万元的信贷资

金，整合村级闲置资源筹资13万元，吸

收民间入股资金 15万元，建成了集技

术培训、蚕沙枕加工、烘茧车间、成品

车间为一体的二层综合楼；每到收购

季节，财政局就会提供足够的周转资

金，土地沟村按高于市场价格大量收

购农户手中的蚕茧，解决了鲜茧卖难

及价格偏低的问题。

2003年财政局从老区扶贫资金中

调剂 15万元，支持废品利用，发展循

环经济。养蚕产生的大量蚕沙被倒掉

十分可惜，经财政扶持有关专家采用

先进的工艺配方，开发出了以蚕沙为

主要原料的“桑绿”牌保健枕，每年可

加工2000多对，在市场上十分走俏；养

蚕时修剪下的桑条遍地都是，在多次

实验的基础上成功开发出以粉碎的桑

条为主要原料的袋料香菇和木耳，每

年产量达 1吨多。

经过几年的财政集中扶持，为农

民致富排忧解难，培育了主导产业，土

地沟村的桑蚕产业已进入良性发展阶

段，辐射带动周边区域5000多农户，发

展桑圆 1 万多亩。
（作者单位：湖北省郧县 胡家营镇

财政所） 责任编辑  陈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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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扩大县级 政府

采购规模

赵长宝

目前，县（市）级政府采购范围狭

窄、项目单一、采购标的较小，难

以形成规模效应，不能最大限度地降

低采购成本；供应商也因为无利可图，

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有时甚至出现没

人投标的现象。而政府采购中心也对各

部门各单位拟实施采购的项目、数量、

质量、技术规格等心中无数，工作缺乏

计划性，疲于应付，导致事倍功半，工

作进展缓慢。扩大规模已成为县级政府

采购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县（市）

级政府采购中心应正视自己所处的环

境，积极探索能够扩大县（市）政府采

购规模、促进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政府采购范围向乡镇延伸。将辖

区内各乡镇的货物、工程及经常性服

务项目采购纳入县（市）级统一办理，

既可以扩大县（市）级政府采购的规

模，又可以对乡镇财政支出情况实施

有效的监督，使其逐步走向规范。
编制政府采购计划，规范采购批

次。政府采购中心编制年度集中采购

目录，定期由各行政事业部门填报政

府采购计划，可以使政府采购中心对

拟实施采购的项目做到心中有数，工

作安排有计划，既可以在计划形成规

模时实施采购，也可以实行横向联合

采购或区域联购。

推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制度。对

经常性服务项目、通用性和涉及面广

的商品采购，通过统一公开招标，定产

品、定价格、定服务、定期限，并以文

件形式将中标供应商的协议供货承诺

书及相关内容告之各采购单位。单位

采购时，可在文件规定的产品范围内

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避免重复

招标采购、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

建立区域性政府采购市场。建立

以省、市为轴心的区域性采购市场，实

行“省级搭台，市级唱戏，市县上下联

动，区域横向联合”的运行机制。可以

发挥省、市政府采购机构在规范运作、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避免盲目采

购、重复采购、多次采购所造成的重复

作业和浪费现象；变零星为集中，变零

散为规模。

建设横向联合采购模式。县（市）

级政府采购中心之间加强协作，签订

联合采购协议，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

模的采购项目联合起来，形成规模，实

行统一公开招标，发挥出采购的规模

效应。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在编制年度财

政预算时，将政府采购预算单独列示，以

便在财政资金充余，财力允许的时候，动

用采购预算资金集中统一采购。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财政局）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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