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有效化解乡村债务

这里乡 村 无负 债
——湖南省津市市破解乡村债务难题

方震海本刊记者

老贺站在鱼塘边，看着对面山上栽种整齐的果

树，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去年收了 3 万斤脐橙，卖

了 5800 0 块。” 现在，老贺不用再为讨债发愁了。几年

前，他用对村里的 10 万元债权换来了 28 0 亩荒山和近

80 亩水面 20 年的经营权。如今，他的经营已初具规模，

成了远近闻名的 “庄园主”。
像老贺这样用债权换来荒山荒水经营权的舒心的

“债主”，如今在湖南省津市市并不鲜见。乡村干部们

也不用到处躲债了，开始谋划农村发展大计，带领群

众致富奔小康，津市的农村经济发展逐渐步入良性循

环的轨道。这些都得益于几年来的消赤减债工作。目

前，津市市乡村两级民间债务已全部结零，其它债务

在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贷实施剥离后，也得到消化，全

市乡村两级基本实现无负债。

农村税费改革带来转机

有人说，津市是中国农村的一片净土。的确，在

有专家估算我国乡村债务达万亿元的时候，津市却实

现了乡村两级无负债，无疑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意味。
当然，成绩来之不易。

津市是一个不足 25 万人的县级小市。1999 年底，

不过 9 个乡镇、117 个行政村的津市，乡村两级负债达

到 9220 万元，其中民间负债 4549 万元。近乎天文数字

的债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基层政权不稳，农村经

济发展举步维艰。

2 0 0 0 年，津市被列为湖南省农村税费改革的三个

试点县（市 ）之一，东方风来满眼春，税费改革给化

解巨额乡村负债带来契机。
作为改革的亲历亲为者，津市市农税局局长胡碧

洪颇有发言权。胡碧洪曾在棠华乡工作多年，先后任

乡长、乡党委书记，直接领导和参与了该乡的消赤减

债工作。棠华是个偏远的小乡，税改前有 15 个行政村，

累计负债达 1466 万元，其中乡本级 537 万元，站所 120

万元，村级 70 9 万元。
“那个时候，村支书们都不愿意干了。15 个村，有

8 个村的支书打辞职报告。”回忆起当时的窘境，胡碧

洪十分感慨。“逢年过节，一些村干部到处躲债，到了

年底，乡里想开个会都找不齐人。”

新华村的支书易继国是 19 99 年临危受命的，在此

之前的 1997、1998 年，该村连续换了两个支书。“村里

欠了那么多钱，谁也搞不好。”易继国说。
沉重的乡村负债，如不加以解决，农村税费改革

将难以推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津市市委、市政

府从一开始就将消赤减债作为突破口，认真组织落

实。经过几年的努力，巨额的债务得以消减，乡村局

面大为改观。
“2 0 0 0 年是个大转折，农村税费改革真是大快人

心。” 棠华乡现任乡长卜茂平说。的确，现在津市的乡

村工作，比过去好做多了，干部的心气也高了。
保河堤镇党委书记沈碧波原来也被债务搅得焦头

烂额，“闲下来” 后，带领镇机关干部多头出击，全面

招商，三年引进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项目 2 5 个，其中

3 个项目的投资额超过 1000 万元。
无债一身轻 ，本来也只打算做一年支书的易继

国，一直连任到现在。“我现在考虑的都是农村发展的

大事情，”易继国说，“比如科技推广、水利建设，等

等。”

“两清两盘”见奇效

津市的做法，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清两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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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南改革的先行者，津市在消赤减债方面的经验

确实给省里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据省税费改革办蒋瑛

科长介绍，20 03 年，湖南省推行的 8 条化解乡村债务

的办法中，大部分措施是从津市借鉴而来。
——清理债务，把“糊涂账”变成 “明白账”。2000

年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津市对乡村债权债务进

行了一次彻底清查，重新建立债权债务台账，并根据

形成原因划分为一般性往来和借款，重新核定利率。
属于报酬性欠款、公务性欠款以及利转本的，一律作

一般往来处理，不计利息。属于民间 “高利贷”的，

一律按银行利率重新认定利息。通过清理，全市共核

减 823.1 万元，核销坏死账 590 多万元。
——清收债权，把 “多头债”变成 “两头清”。一

方面，积极清收欠款。采取党员干部带头还、尾欠大

的分期还、确有困难的减后还、拒不偿还的依法清欠

等措施，清收干部和农户欠款 380 万元。另一方面，进

行债权债务置换。积极引导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协

商，实行以债权还债务，对单位之间的 “三角债”则

以一定的强制手段促其相互挂钩。通过协商置换，全

市冲抵债务 2118.4 万元。
——盘现资产，把 “死家伙”变成 “活票子”。以

乡（镇）和村（ 站）为单位，对集体所属企业、站所房

产、一些小型抗旱排渍机埠、小Ⅱ型以下水库和部分

撤并后的闲置村办学校等集体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租

赁。渡口镇通过公开拍卖站所宿舍、门面等固定资产，

一举偿还了 236 万元的债务。保河堤镇水厂老板严钦埔

原来是个包工头，1992 年到 1994 年镇里兴修水利，欠

下他 60 多万元，此后近 10 年时间，他是天天讨债，但

镇政府无力归还。后来经过协商，严钦埔用这 6 0 多万

元的债权买下了水厂 3 0 年的经营权，并且争取到了一

个项目资金，先后又投入了 100 多万元，把水厂的供水

能力提高了 20%。2004 年，严钦埔的收入就达到了 17

万元。几年来，全市通过拍卖、租赁资产的方式消化

了约 15 00 万元的债务。
——盘活资源，将 “荒疙瘩”变现。对乡村（ 站

所 ）两级集体所有的荒山林地、湖泊鱼池、湖田甩亩

和经济果林等资源，宜卖则卖，宜租则租。既提倡现

金购买，也允许债权购买，没有债权的机关干部、站

所职工、村民以及其他有意农业开发的人也可以买断

别人的债权购买。棠华乡凤凰村原来负债 8 6 万元，在

对集体所有的山水和 “四荒”资源盘清核实后，将资

源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所得不仅还清了所有债

务，还节余了 6 万元。几年来，全市通过盘活资源不仅

消化了 2093.2 万元的债务，而且也培养了一批种养大

户。渡口镇民主村村民周定贵在 1992 年和 1998 年两次

共借给村里 6000 多元钱，用于村里交电费，借款到期

后，多次向村里讨债，但村里欠债太多，无力偿还。
2 0 0 0 年村里实行资源拍卖，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拿

出自己 6000 多元的债权，又收购了亲戚朋友的 4500 元

债权，买下了村里 3 0 亩杉树山、20 亩桔园和 1 2 亩松

树山 1 0 年的经营权，由于经营得当，周定贵现在一年

能有 5 万多元的收入。

配套措施显示智慧和勇气

津市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巨额的乡村债务，除了

“两清两盘”之外，一些配套措施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

作用。
“消赤减债能不能成功，还在于各级领导敢不敢

干，敢下多深的水。”津市市委书记邓德林说。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从 2 0 0 0 年开

始，消赤减债就成了津市的中心工作之一。市里成立

了四大家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的消赤减债

领导小组，并实行市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

（ 站）的办法，层层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同时，实行了

“四个纳入” ：把消赤减债工作纳入全市国民经济总体

规划和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考核；纳入一票否决的范

畴；纳入乡镇机关、站所和村两委（支委会、村委会）

干部个人岗位责任制；纳入干部政绩档案，与福利待

遇、考核使用结合起来。几年来，共有 114 个单位 278

名个人受到市乡两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2 0 多名

消赤减债责任人得到提拔重用。
“有机构就有开支，有冗员就会形成负债。” 这样

一种认识，促使津市以极大的勇气全力推进了乡镇机

构改革，进行“拆庙赶和尚”。一是撤乡并街，撤村并

组，将乡镇从 9 个减少到 7 个，行政村由 117 个减少到

81 个；二是撤并站所，将乡镇原有的 18 个站所撤并为

6 个，市财政每年给所有乡镇站所的拨款也降至 7 0 万

元，而此前一 个站所 7 0 万元都不够；三是调整学校布

局，撤并农村学校 6 4 所；四是压缩编制，精简人员，

全市共精简乡镇财政供养人员 10 99 人，目前全市 7 个

乡镇吃“皇粮”的人员只有 444 人，精简了 7 成的富余

人员；五是裁减村组干部，实行村两委交叉任职，村

干部减少了 1 / 3。通过改革，减少了用钱的单位和人

员，全市每年节约运转经费和人员工资 10 0 0 多万元。
由于在精简分流中坚持了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分流干部中没有一个上访闹事的。
对乡镇实行 “乡财市管乡用”。坚持账户统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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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镇只设一个银行账户，

使所有账目一目了然；坚持

按预算办事，各类支出必须

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有

多少钱办多少事，谁突破了

谁负责；坚持采购统办，凡是

超过 200 0 元的采购，都由市

财政统一经办；另外，还坚持

工资统发和票据统管。
对村级实行 “村账乡管

村用”，站所实行 “站账乡管

站用”。村级收入全部进入乡

镇账户统一管理，日常开支

采取报账制，“开支定项、费

用定额”，彻底取消村级 “小

财政”。村级一律实行 “零招

待”，严禁生活费开支。村级

全年支出按规模大小，限额

包干，1000 人以下的村，全年

支出不得超过 2.5 万元，1000

人至 1500 人的村，不得超过

3 万元，1500 人以上的村，不

得超过 3.5 万元。同时，奖罚

并举，对没有新增债务的村

（ 站），每年奖励 1000 元；有

新增债务的 ，实行 个 人 自

负，情节严重的予以撤职甚

至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不断完善监督机

制。一方面将乡村两级财务

全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另

一方面坚持定期检查督办，

市里每季度检查督办一 次，

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处理。

这些措施取得了非常明

显的效果，2001 年以来，全市

乡村两级不仅没有新增一分

钱的债务，而且做到了每年

都比上年减少支出 200 万元，

大部分 乡镇账面 上 有了结

余，约 1 /3 的村有了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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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的村级债务比作冬日里的坚冰的

话，那么这块 “坚冰”正在湖北

省大冶市逐步消融。2003 年 9 月

以来，大冶市村级债务化解工作

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截至

目前 ，大冶市共化解村级债务

31630 笔计 1 5 43 7 .3 9 万元，化

解率 55.04% ，其中化解村级直接

债务 10517.41 万元，化解村级企

业债务 4919.98 万元。村级债务全

部化解的有 1 4 个村。
多招破“坚冰”

一是盘活资产偿债。盘活资

产存量，鼓励债权人买断村属企

业生产权或村现有闲置的集体资

产进行化债。如陈贵镇王祠村通

过对闲置的村委会办公室进行拍

卖，不仅抵工程欠款 4.1 万元，还

化解本村两户的债权 1 万元。还

地桥镇松山村将下马企业闲置资

产集中统一清点后拍卖抵账，一

举还账 8 8 笔，抵消债务 4 .6 9 万

元。全市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偿债

1284 笔共 630.91 万元。
二是利用资源抵债。对现有

资源，如山场、水面、矿山、果

园、渔场、塘堰、荒坡、荒滩等

进行招标拍卖、承包、承租化解

债务。金山店镇共拍卖林地经营

权等 1045亩，化债 45.35万元。该

镇土桥村利用地处镇区的区位优

势，拍卖土地使用权，将 7.3 万元

收入全部用于化债。全市利用资

源抵债 1676.31 万元，同时盘活了

1 .2 万亩荒山，实现化债与发展

“双赢”。
三是账务结算转债。对村欠农户、农户欠村的债权债务，经当事人同意，办理

债权债务结转手续化债。开发区下冯村清理债务 1 2 9 笔、1 0 58 .3 万元，通过对村内

征地收入转账进行结转，化减债务 4 7 笔 、 9 1 8 万元，化债率达 86 .7 % 。金山店镇

针对“三角债”和干部垫付农业税费形成的债务，集中结转 1 1 5 8 笔、338.57 万

元。全市通过账务结转抵债 10103 笔达 4238.76 万元。
四是清收债权减债。对单位和个人拖欠村集体的款项，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措施进行清收。对税费尾欠先核实后处理，凡符合减免政策的，予以减免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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