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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新农村，财政干什么？湖北省

京山县财政局的答案是：用全新

的观念和思维，打造阳光效益财政，全

力支持与服务新农村建设。2006年，该

县按照扩大公共财政阳光覆盖农村范围

的要求，在确保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

于”的基础上，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

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提高财政服务“三

农”质量，全力担当新农村建设排头兵。

“老演员”扮演 “新角色”

“以前上门是收提留，催税款，大

伙看见绕道走；现在上门是发补贴，送

政策，村里哪个不喜欢。”春节前夕，湖

北省京山县曹武镇曹武村一组村民张

大斌拿着存折从该镇农村信用社一次

性领到3个月的低保救助金后，深有感

触地道出他对新型财政干部的印象。

据介绍，今年1月，京山县财政共拨付

430万元资金用于对3万特困户进行春

节物资慰问和各项救助金的提前发放。

这些资金都在春节前及时打入农村特

困群体的个人“一折通”账户。

从2005年开始，分布在京山县 14

个乡镇的“农税大厅”被换上“财政服

务大厅”的牌子。在这里，村民们可以

咨询涉农政策，可以上网查询自家粮食

补贴明细，甚至还可以看看报纸，和四

乡八邻的乡亲们聊聊收成……随着乡镇

综合配套改革、农业税取消，围绕新农

村建设，乡镇财经所的服务职能正悄悄

从“收入监管型”转向“惠农服务型”。

2004年至今，京山县农税局和乡

镇财经所全力发挥职能优势，连续三

年担负财政涉农补贴的发放重任，通

过“一折通”累计发放各类惠农补贴资

金9000余万元。2005年底，全县200

多名财税干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走村

入户，参与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制度的政策宣传和医疗基金征收工作

中。一年多来，全县累计支付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费1117.36万元，补偿参合农

民 42.4万人次。到去年 12月底，全县

参合农民比上年33.04万人增加5万余

人，参合率达到 88.4%，增幅达 13%。

2006年9月，以“为政府理财，为

农民增收” 为己任的京山县农村财政

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原农税局）。新

机构赋予该局直接参与涉农补贴资金

管理发放以及负责乡镇财政和村级财

务管理的相关职能。该局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发扬能征善战的“农税”精神，

“老演员”扮好“新角色”，为服务“三

农”再立新功。

“四化” 催生现代农业

“山上栽板栗，山下挖渔池，庭院

产香菇，屋后有水田。全年多种经营纯

收入可达到 3万多元。”京山县杨集镇

农民张良国满怀喜悦地盘点着自己山

上山下的产业。

近几年来，京山县财政局积极发

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与放大效

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民知识

化、农田水利建设效益化、农业耕种机

械化等“四化”建设。2006年，全县

共筹集支农资金7971万元支持新农村

建设，形成以龙头企业为基础，项目为

载体，发展“公司+农户”、“公司+基

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种植、养

殖、加工一条龙产业链，带动全县十多

万农户谋发展，促使农村经济发展水

平有效提升。截至2006年底，全县农、

林、牧、渔总产值达32.47亿元，同比

增长4%，增加值20.3亿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4070元，同比增长8.64%。
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京山县现拥

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7家，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家。全县培育国宝

桥米、富水白花菜、常家洞有机茶等40

多个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品牌。无

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种植面

积达50万亩。正在冲刺中国名牌的“国

宝桥米”自去年吸纳本地6家粮食加工

企业组建湖北国宝桥米集团以来 ，年

生产大米规模达到 36万吨，销售收入

达 10亿元。

与此同时，该县还按照“大培训、

大转移、大增收、大发展”的工作思路，

组织技能培训让农民知识化。2006年，

全县培训农民工6110人，转移农村劳

动力1.1万人，开展免费职业技能鉴定

1817人次，安置农村零转移农户 560

人。截至2006年底，共有 8.2万农民

在外务工赚钱，5.2万余名农业科技能

手在家发展致富，占农村富余劳动力

总数的 83.7%，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43.6%，年收入达 7亿多元。
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迭起，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增强，效益突显。2006年，

全县改造中低产田10.02万亩，新增灌

溉面积6.1万亩，粮食总产量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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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比2003年增长 11.14万吨。财

政部、省财政厅分别确定京山县为全

国和全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县后，

以新市镇高岭、四岭和鄢河三村为支

农资金整合核心示范区，整合投入资

金5975万元，主要用于农业产业化建

设、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 “四大建

设”，重点提升京山优势桥米产业发展

规模与经营水平。

京山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

机械化程度一直位居全省前列。农机

社会拥有量 45万千瓦，机耕、机整率

达 70% 以上，小麦机收率达 85%，水

稻机收率达 80% 以上，名列全省第 2

名。两年来，县财政共发放农机补贴

150.08万元。

财政阳光照农家

2007年春节刚过完，大批的农民

工开始打起背包涌向城市，而在京山

县宋河镇发水河村却是另一道风景：

“两栖”农民邓咏梅骑着自行车早出晚

归地赶着到镇青龙制衣公司上班，与

她同村的几个姐妹也在镇上的工厂里

做工，年收入可达 2万元。“现在农业

税取消了，只要有技术，人勤快，到哪

都能增收。”邓咏梅深有感触地说。
据介绍，促使农民工转变观念在

家门口打工，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该镇

的工业经济发展较快，给附近村民提

供了家门口打工的机会。该镇现有的26

家企业中，常年从业人员有5600多人，

而吸纳的本地农民工就有5400多人，每

年可为他们增加收入 4000多万元。

近年来，京山县围绕“工业主抓骨

干、农业主抓龙头、商贸主抓旅游”的

思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县域经济质

量、效益显著提升，规模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幅达 18.7% ，去年全县财政总收

入达 3.4亿元。3年内，全县地方可用

财力累计增加 1.04亿元，用于解决城

乡低保、改善民生、夯实发展基础的支

出占 66 .97% ，财力分配向社会弱势

群体和经济社会发展再投入倾斜，全

民共享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建立。
经济发展了，如何让人民特别是

农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呢？京山县财

政局长蔡树华认为，新时期财政工作

目标是积极推进财政改革，让公共财

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截至2006

年底，全县农村特困救助对象在经过

几次扩面后，达到 1.13万人，建成通

村公路达 550.45公里，245个行政村

村民踏上“水泥路”；农村饮水困难基

本解决。在新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方面，

14个乡镇95% 实现广播电视传输同步

以及电话、手机通信畅通；农村客运候

车棚、停车点达 60多个；作为国家商

务部核准的首批“万村千乡”工程建设

试点县，全县共完成100家农家店的建

设改造任务。和谐温暖的公共财政阳

光让京山农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焕发新

的生机。

（作者单位：湖北省京山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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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盱眙县以政府买单、农民受益的形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家庭扶持力度，把帮助农村困难

家庭富余劳动力实现再就业当作加强全县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首批 100名贫困家庭子女进

行了为期35天的电动缝纫工技能培训刚刚结业，就被园区 3家服饰企业“抢”走。图为受到表彰的

优秀学员高兴地在毕业典礼上合影。
（闻齐新  卢寅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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