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供养款物不低于 1 1 00 元，同时对基本生活难以维持

的农村特困家庭每人每年救助 50 0 元。据了解，全省共

有农村特困群众 6 1 万户 120 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

5.1% ，已纳入农村低保救助的有 3.9 万户 10.3 万人，已经

纳入农村特困户救助的有 17.3 万户 34.2 万人。
截至目前，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稳步实

施，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基本建立，以城乡医疗救助、

城市 “三无” 人员和农村五保户救助、教育救助、再就

业援助、养老救助、社会互助、自然灾害救助为主要内

容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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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 舞动云南农业

（本刊通讯员 ）

2 00 4 年以来，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三

资” 竞相涌入云南农业，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农业的发

展。

20 0 4 年初，为推广优良新品种，调动广大农民的粮

食生产积极性，云南省省级财政追加预算 2000 万元，并

整合优质米及粮食自给工程等资金，共投入 400 0 万元用

于优质稻、杂交玉米等的良种推广补贴。此外，实行对

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率、退耕还林由补粮

食改为直接补现金、兑现农资生产减免税及补贴政策，

等等，都让广大农民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各级政府还

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投

入，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从 200 4 年起，除基

本建设投入向农业倾斜外，全省土地出让金收益安排

3 0 % 用于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信贷资金也源源不断地 “注入” 云南农业，今年云

南省获得农业银行的 “三农” 贷款就超过百亿元。扶贫

贴息贷款、林业贴息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副产

品收购贷款、供销社春耕生产物资贷款等等专为云南农

民 “量身订做”的信贷产品，让不少地方农民迈过了 “贷

款难”的门槛。

在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刺激下，各种社会资金也

瞄准了云南农业。通过政府指导，有重点地引导社会资

金投向，此举大大激发了民资参与农业产业化开发的热

情。200 4 年 10 月，由美国康斯雷汀食品有限公司独自投

资 1 亿美元的速冻保鲜蔬菜加工中心项目在昆明签约。

按照规划，这家公司拟建成加工能力为冻干蔬菜 5 万吨

的加工中心一座，1 0 万吨冷藏保鲜净菜加工分厂 2 — 3

家，建设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2 0 万亩，产品将销往欧

洲、北美、东南亚、日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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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通讯员）

日前，国家批准天津实施 9 个高

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其中 7 个项目由

天津开发区承担。作为中国最早建立

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天津开发区经

过 20 年的发展，不仅很好的起到了改

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也建立了雄厚

的经济、人才、管理、科技等基础。

现在已经进入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的时期，逐渐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迈进。

2000 年起，天津开发区提出 “两

条腿走路”：一条“腿”指资本引进，

另一条 “腿” 指科技创新，希望在继

续发挥原有的资本引进型经济增长方

式同时，尽快形成新的科技创新型经

济增长方式，以获得持续高速发展的

新动力。从产业发展规划来看，天津

开发区已经为 “中国创造”做好了铺

垫。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后，天津开

发区一方面继续扶持现有的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则主动

为未来的 “中国创造”做好准备。

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规划，从现在起的未来

的 2 0 年，开发区将重点培育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以纳

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为此，天津开发区

组建了 4 家风险投资公司，建立了干扰素、人血干细胞、

纳米技术等 6 个科研成果孵化基地，建立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1 8 家，企业研发技术中心 1 0 家，博士后工作站 3 4

个，累计投入科技发展资金 1 0 亿元。一个由内外资研发

中心、高新技术孵化器、产业基地为载体，以日益完善

的投融资渠道、人才激励机制、优惠政策为支撑的科技

创新体系已在天津开发区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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