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人大代表谈新农村建设

编者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不 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 举措，每一个方

面都与财政 工作密切相关，财政 大有可 为。今年 第一期，本刊曾组织专题 “建设新农村，财政做什 么”，算是一

次破题。随后 又开辟 “建设新农村” 专栏，进行重点宣传。“两会”期间，有关 “三 农” 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等话题受到 了热切关注，财政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是参加 两会的代表、委员思考、

讨论的热点。本刊特约请财政 系统的 1 2 位 全国人大代表就 “新农村建设”这一话题撰写 文章，建言献 策，形成

“人大代表谈新农村建设” 专题，以飨读者。

“产学园”结合  加快畜牧业现代化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财政厅厅 长  ★李继纯★

自
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

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

增强农业及畜牧业自主创新能力。黑

龙江省农业科技力量虽然比较雄厚，

但科技投入水平低，自主创新的品牌

少。特别是畜牧业原始创新、成果创新

能力、 新技术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还不高，影响了畜牧业大省的

建设进程。

2001 年，黑龙江省启动农业科技

园区项目建设，按照政府扶持、院校孵

化、企业运作的原则，分别建设了种植

业科技创新、 畜牧业科技创新和高新

技术示范三个园区。共投入资金3.2亿
元，其中农业综合开发资金1.63亿元。
目前，园区已成为集科技创新、成果展

示、技术培训、科技交易、综合服务和

旅游观光六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科技园区，为全省示范、应用和推广现

代农业科技成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

平台。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在

国家农发办的大力支持下，省财政厅率

先在畜牧业科技创新区引进大庆银螺集

团，联姻东北农大，探索“产学园”结

合的发展新模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产学园”结合是以企业、高校和

科技园区内在的利益机制为联结，以

企业发展需要为前提，以高校科研成

果和技术服务为保障，以科技园区为

平台，以发挥园区的示范作用和加快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目的 ，

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

形成了三方共同认可的合作方式：一

是合作开发。发挥东北农大的科研优

势、 畜牧业园区的人才和设施优势及

企业的资金、管理和市场优势，以大庆

银螺集团委托开发、联合开发的形式，

研究、创新和开发市场急需的项目，计

划每年开发创新项目 3-5 个。二是联

合建立技术开发中心。东北农大乳品

工业中心引入大庆银螺集团的资金和

管理模式，组建技术开发中心；引导和

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和技

术开发机构直接进入企业，成为企业

的技术开发机构。三是联合建立中试

基地。由企业出资，学校和畜牧业高新

技术园区参与，根据需要建立若干示

范性质的中试基地，将高校的科技成

果在中试基地进行孵化，将科技成果

运用到企业转化为生产力，逐渐实现

产业化。四是组建股份制科技经济实

体。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发挥各自优势，建立集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科工贸企业实体，促使实体成为自主

经营、 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法人。

通过上述合作，园区实现了优势

互补：大庆银螺集团作为全国的“牛老

大”，东北农大作为全国高校的“畜牧

老大”，畜牧业创新园作为全国独一无

二的畜牧业科技创新的“孵化园”，三

方的强强联合，使园区的科技成果尽

快转化为企业的现实生产力，对实施

黑龙江省奶业振兴计划，推进畜牧业

科技创新、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

营，实现“主辅换位”等将起到引领和

示范作用。同时，龙头企业本身在“产

学园”结合中能够在完善与大学和园区

利益联结机制的同时，得以实现资产重

组和品牌整合，有利于做大做强龙头企

业，实现 “互利多赢”，为全省畜牧产

业的大发展发挥重要的龙头拉动作用。
“十一五”期间，由东北农大和畜

牧创新区作保障，大庆银螺集团将重

点实施“五个工程和一个模式”。一是

高产奶牛种公牛科技性控工程。大庆

银螺集团投资 3.7 亿元建设高产奶牛

种公牛项目，从美国、 加拿大引进高

产种公牛，改良西门塔尔受体牛，实

现年产优质冻精 1000万剂，优质胚胎

5 万枚，项目达产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3.29亿元，利润1.76亿元。二是现代

化高产奶牛规模养殖工程。大庆银螺

集团由现在奶牛存栏1 .43万头发展到

3万头，产奶由6万吨提高到 1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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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犊由年产 8000头提高到 2万头，每

年向社会提供高产犊奶牛1万头，犊公

牛 1万头，其中选育种公牛 500头。实

现上述目标，企业可增收 2.35 亿元。

三是现代化鲜奶综合加工工程。大庆

银螺集团投资 2.82亿元，建设一座现

代化年处理 1 5 万吨鲜奶综合加工项

目。其中长效酸奶、免疫蛋白粉填补国

内空白，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37亿元，年均税后利润 1.17亿元。

四是奶牛疫病防治工程。制订规模化

牛场的环境生态化技术规程和疾病防

治规范体系。研究和建立畜禽疫病的

检测、诊断的方法和手段，实施北方地

区重要奶牛疫病的监测和对疑难病症

的诊断，建立疫病预测、预报系统，利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监测结果进行分

析和处理。五是奶牛养殖粪便无害化

有机肥产业化工程。大庆银螺集团计

划利投资 1500万元，用畜牧园区的粪

便处理生产有机肥技术建一个有机肥

生产厂，可年产有机肥3万吨，实现销

售收入 1886万元。六是高产奶牛饲养

模式。大庆银螺集团与东北农大和畜

牧园区合作，引进最新科研成果，重点

解决黑龙江省奶牛业普遍存在的牛群

繁殖差、单产低、乳脂率低、蛋白质低、

干物质低和生产效益不高的问题。采取

胚胎生产和移植技术、高产奶牛核心群

的建立和等待选育技术、高产奶牛饲养

管理技术等，使普通牛群单产由原来

4.5吨提高到6.5吨；通过“优良种、冻

精配、青贮料、全价喂、科学管、创高

产”十八字技术的重点实施，使高产奶

牛群单产由现在 8吨提高到 10吨。

实践证明，“产学园”结合代表了

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重要支撑。加快形成“产学

园” 紧密结合的长效运行机制，促进

“产学园”结合模式迅速扩张是当前及

今后一个时期全省财政部门推进新农

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财政部

门要在进一步建立健全促进“产学园”

模式发展的组织管理机制、 合同管理

机制、责任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

“产学园”模式的发展壮大。一是强化

政府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扶持。

对“产学园”合作成果，凡符合省优秀

新产品标准的，应按有关规定予以奖

励。企业应按贡献大小给予有关人员

奖励，单位和个人以科技成果、专利、

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可作为投资股本，

获取合法收益，成果价值占注册资本

比例最高可达 35% ，职务成果允许个

人占有技术股的 30% 股权。二是注重

经验总结和推广。在“产学园”结合的

运作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注重总结

规律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经验，为全

省推广“产学园”结合模式，提供决策

参考。在畜牧业园区取得一定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适时将经验推广到种植

业科技创新园区和高新技术示范园区，

形成全省“产学园”结合的整体推进态

势，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步伐。

专题报道——人大代表谈新农村建设

增加“三农”投入  探索新农村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省财政厅厅 长  ★王化文★

近
年来，吉林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创新工作思路，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扶持“三农”的政策

措施，加大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

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统筹使用财力，支持发展现代农

业。为解决资金投向分散、 形不成合

力、使用效益差的问题，财政部门着力

整合各项财政支农资金，集中财力，重

点支持农业产业化，促进发展现代农

业。一是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

金。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省财政

逐年加大资金支持，专项用于扶持农

业产业化项目，支持优势产业、重点龙

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2005年、2006

年分别安排资金 5000 万元、 1 亿元，

2007年将增加到2亿元，县（市）按规

定进行配套。目前，吉林省农业产业化

页目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玉米加

工型、大豆加工型、牧业加工型、绿色

食品加工型、 中药与山特产品加工型

等5大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群，为发

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

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通过地方财

政安排、国家支持等途径，积极筹措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在使用上向粮食主

产区倾斜。2005 年，全省拨付农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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