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薪，建立起多元化的融投资体系才

是根本出路。一是中央、省、市、县

各级财政每年都应拿出一定数量的

资金，作为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统

筹安排，重点支持小城镇公共设施

和公 益事业建设。对一些功能 齐

全、带动性强的小城镇，中央、省、

市还可采取贴息配套奖励办法，促

使小城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

度，加快建设步伐。二是要加快农村

金融改革，搞活农村投融资机制，对

农民进城发展经济实行积极的货币

政策。三是建立多元 化的融资机

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除 了动员农民 开展多 种形式的 劳

务、资金投入外，要动员社会各方面

的力量进行水、电、路的综合开发。
四是搞好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引进

外地的技术和资金。
（五）建立和完善小城镇居民保

障体系。重点是要做好“两个扩大、

一个突出”工作。一是要扩大小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范围。让小

城镇居民成为保障对象，解除后顾

之忧。二是要扩大失业人员保障金

的发放范围。小城镇失业人员同县

级以上城镇失业人员一样享受保障

待遇。三是突出抓好再就业工作这

一重点。要千方百计通过培训、提供

就业渠道等方式，提高小城镇居民

的就业能力，努力提高就业率。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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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京津绿色屏障
——

河北省围场县财政完善农发资金管理加快生态农业工程建设
刘柏华

自 1990 年以来，河北省围场县

先后完成四期坝上生态农业工程建

设，共完成资金投入 10890.83万元，

其中市以上投资 6188.3 万元，县级配

套 626 万元，吸附社会投资 4076.53

万元，目前已完成水利 、林业 、 牧

业、科技、良繁、仪器购置六大类 41

个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

经济效益。1 99 7 年围场县被定为全

国生态建设示范县，1999 年被河北

省命名为“河北省蔬菜之乡”、“农业

产业化示范县”、被国家命名为 “全

国绿化百佳县”，2002 年被列入 “国

家级生态示范县”。
坝上生态农业开发建设实践证

明，使用和管理好农发资金，对推进

工程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

年来，围场县财政部门不断推进和

完善农发资金管理机制，把坝上生

态农业工程资金管理作为保证坝上

生 态农业工程正常进行的关键环

节，通过 “三个转变”、“三个加强”，

使坝上生态农业工程资金管理得到

全面加强。
第一、转变过去层层拨款的传

统划拨资金方式为工程资金财政集

中支付管理。过去坝上生态农业工

程资金实行财政——农开办——项

目乡镇——项目实施单位及个人层

层拨款的方式拨付工程资金，这种

多部门、环节多的资金划拨方式虽

然能够调动起各部门积极性，但却

往往使项目资金运转迟缓，延误工

期，甚至出现 “层层剥皮”，影响工

程质量，造成 “胡子工程”、“烂尾工

程” 的不良后果。为彻底解决上述问

题，杜绝违纪现象的发生，县财政部

门积极探索，主动出击，递次改进。

一是在财政部门和农发部门分别设

工程资金专户，将资金由财政专户

按工程进度拨至农发专户，由农发

部门实行以物代拨的方式，按工程

设计要求，将物资直接调配给项目

实施单位，减少资金拨付环节。二是

取消农发账户，将坝上生态农业开

发资金纳入财政集中支付管理，形

成工程资金由财政专户直接向物资

供应 商和施工单位及个人付款的

“直通” 方式。

第二、转变过去部门分散采购

为政府采购管理。200 0 年，围场县

成立政府采购中心，开始把坝上生

态农业工程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认

真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对坝上

生态农业工程发包及物资采购实行

公开招投标。具体运作方式是由政

府 采 购中心接受农发管理部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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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通过广播、报刊、发布招投标信

息，制做并发放标书，组织有关部门

及专家组成临时评委 会，进行评

标，评委会一个项目一定，属建设性

项目由农发部门协同政府采购管理

部门，委托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

室，按国家有关建筑工程招投办

法，具体组织实施招投标。属工程物

资采购项目由农发管理部门委托政

府采购中心组织财政、农发、监察等

部门参与进行公开招投标，确定供

应商。属取材零散，不便进行招投标

的物资（如沙、石等适宜就地取材的

物资）则通过民主评议，货比三家，

择优采购的方式，进行科学定价，集

中采购。三年来通过政府采购累计

节约资金 265 万元，提高了工程物资

质量，降低了工程成本，确保了工程

如期竣工。
第三、转变过去相关部门分别

设账，单独核算为财政报帐制管理。
为适应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管理，

制定出台了《坝上生态农业工程资

金管理使用办法》，将原来项目乡 、

项目实施单位分别设账，单独核算

的资金核算方式，变为在财政局农

业财务管理股设农发资金专用账

户，安排专职会计集中报账，统一核

算，并实行微机记账。各项目乡镇报

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持有由

农发资金管理部门牵头组织验收，

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的《验收报

告单》。二是持有物资采购原始发

票。三是持有农发部门主要领导、业

务股长、包片技术员签字并加盖农

开办物资调拨专用章和政府采购中

心业务专用章的物资调拨单。通过

财政报账，加快了资金周转，保证了

专款专用，降低了工程财务费用，为

工程资金的准确到位提供了有力保

障。
第四、加强财政监督，确保项目

资金专款专用。近几年来上级财政

部门用于支持围场县经济建设和环

境改善等专项资金逐年增加，效益

也愈加明显，为确保上级专项资金

安全、专项、高效，县财政局调整编

制成立了财政监督局，内设专项资

金监督股，负责专项资金使用的监

督检查，并把坝上生态农业开发资

金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督查。使农发

资金管理真正做到资金跟着项目

走，督查跟着资金走，拨款跟着工程

进度走，督查跟着工程环节走，保证

了工程资金合法合规、专款专用。
第五，加强工程合同管理，积极

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对于通过政

府采购发包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

严格执行《合同法》，签定工程承包

合同，内容包括工程质量、工期、付

款方式、验收条件等。同时，明确项

目法人责任，即项目区行政一把手

为第一责任人，对完工工程在保质

期内出现问题的，追究原项目区乡

镇长的领导责任，施工单位负责返

工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项目完工

验收 后 ，项目区 负有后 期管护责

任，以确保生态效益的实现。
第六 ，加强有偿资 金回收 管

理，确保项目资金良性循环，滚动开

发。由于坝上生态农业开发项目投

资较大，县财政配套能力不足，为

此，我们采取上级财政支持为主，配

套自筹资金为辅的多渠道筹资方

式，满足工程资金需要。为确保财政

周转资金按期归还，循环使用，一是

对项目实施后的预期收益进行认真

测算，通过方案选优、专家论证后方

可申报。二是在项目实施前，坚持

“谁收益，谁偿还” 的原则，按上级

下达的项目资金数额，有偿资金比

例，由县财政局与农开办签订有偿

资金借款合同，农开办再与项目区

乡镇财政所、项目承包单位签订《农

发周转金借款合同》，同时由项目承

包单位办理资产或有价证券抵押担

保手续，并办理公证后予以拨款。三

是为调动乡镇回收有偿资金的积极

性，凡按期偿还有偿资金的，在今后

的项目安排上优先扶持，逾期不归

还的依据合同约定变卖抵押资产，

冲抵有价证券。由于措施得力，目前

到期资金全部归还，为农业生态可

持续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由于财政部门注重完

善农发资金管理机制，坝上生态农

业工程建设效益显著，既推动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又

改善了生态环境。

——加快了全县农业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以薯、菜、林、畜为主的

产业化链条初步形成，四大产业财

政贡献率稳步提高，2002 年四大产

业 G D P 为 20.34 亿元，提供财政收入

为 4200 万元，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

的 55.3% ，4 年内递增 15.8%。
——生态效益凸现。通过生态

农业规模开发与山、水 、 林、田、路

综 合治理 ，县域生 态环境 变 化显

现。同 1980 年相比，全县无霜期延

长 13 天，扬尘日减少 10 天，水土流

失初步得到控制，年降水量增加 30

毫米，达到 24 小时降水 60 毫米不为

害，河流含沙量由 29.5% 降为 11%。
一条沿内蒙古、辽宁边界 170 公里长

的绿色生态屏障——防护林带业已

建成，土地沙化、草场退化、耕地锐

减的趋势得到遏制 ， 草场植被盖度

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1 % 和 43.6% ，

围场已成为护卫京津的绿色屏障。

——社会效益显著。坝上生态

农业开发建设直接带来农民人均收

益 1350 元，占人均收入的 69.1% ，随

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快速

发展，粮食产量高达 1 8 万吨。
——促进了生态旅游开发。以

森林公园 、草原渡假村、狩猎场、滑

雪场、天然湖、险峰奇石和农业示范

园、草圃花卉、名胜古迹为主的旅游

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年接待国内

外游人 50 余万，成为 “京北黄金旅

游线” 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被河北省

政府列 为全省旅游示范县和重点景

区。
（作者单位：河北省围场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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