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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活  满盘活
——河北衡水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实现良性发展的经验

宋志刚

河北衡水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始建于

1998年，目前已累计投资 2100 万元，

建设面积500亩， 建成了 150栋高标准

日光温室，2座连栋温室，3个中心， 即

组培中心、 净菜加工配送中心和科技培

训中心，初步形成了龙头连基地、 公司

加农户的经营格局。三年多来， 园区积

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融资、 管

理、 运行机制，抓投入促规模， 抓科技

上档次， 抓管理增效益， 抓特色求发

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实现

了自身的良性发展， 而且在推动农业与

科技的深度结合，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也发挥了明显

的带动作用。

一、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资金投入是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基

础。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利用市场机

制， 以利益共享为纽带， 逐步形成了

以国家投入为先导， 以社会资金为主

体的多元化投资新格局。一是政府投

入。对园区基础性 、 试验性 、 服务性
以及风险性项目， 由当地财政 予以补

贴， 作为先行启动资金， 并在园区建

设中逐步回收， 滚动发展。二是农民

投资。按 照 “谁投 资 、 谁所 有 、 谁

管理、 谁受益” 的原则， 引导农民参

与园区建设， 使农民成为园区的主要

经营者和所有者。园区有 1 10 栋日光

温室由农民投资建设，政府只给予了

一定的贷款贴息， 共吸引农民投资210

万元。三是招商引资。以项目为载体，

通过独资、合资、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

式，广泛吸引引各类客商到园区投资、 开

发和经营。今年园区开始实施的中德

《中国华北地区集约化农业环境对策》

项目， 吸引外资300多万元。四是企业

投资。鼓励国有、 集体、个体私营企业

参与园区建设。2001年，中国焊管行业

最大的民营企业—京华焊管厂，一次性
投资500万元， 在园区建设了一栋占地

5000平方米的全智能连栋温室，用于工

厂化育苗和花卉生产。五是部门投资。

目前，市直、 区直部门已在园区建设温

室 30多个， 投入资金 105万元。三年

多来， 园区通过多元化投资机制共融资

2100万元，其中当地政府投入 670 万

元， 用于水、 电、 路、育苗中心、科研

中心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农民、企业、

单位共投入资金 1430万元， 有效地解

决了园区建设中遇到的资金困难。

二、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

园区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 按照

“稳定所有权 、 放开使用权、 搞活经

营权、保证收益权” 的原则， 根据现

阶段农田收益标准， 由园区管委会以

每亩每年350元租金统一租用农民的土

地， 在搞好水 、 电 、 路 、 温室等设

施建设后， 再以每亩 2000元租金反包

给农民进行生产经营， 较好地解决了

用地问题。农户承包单栋温室效益最

高达到 3.6 万元， 最 低 1.2 万元。

三、 高效的企业化管理机

制

为不断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 园

区建立了企业化的管理机制，实行定

岗 、 定 员 、 定责， 采取竞 争上岗 、

择优录用的办法，公开选聘了 8 名懂

技术 、 会经营 、 善管理的高素质人

才；按照 《公司法》 的 要求， 成立

了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股份

制的形式，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

理，公司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 政府入股不分红， 不直接

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真正实现政企

分开 、 责权明确；对经营管理人员实

行效益工资， 把管理者的利益同园区

的利益、 同为农民服务的水平挂起钩

来， 有效地促进了园区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提高。同时， 政府也积极转

变自身职能， 加强对园区的宏观管理

和指导， 制定优惠政策， 协调外部关

系， 提供优质服务， 为园区发展创造

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 、 灵活的经营机制

园区把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引入生产经营各环

节， 实行 “六统一分” 经营模 式，

即统一规划建设、 统一品种、 统一育

苗、 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品牌、 统一

销售、分户经营。在统一品种方面， 先

后引进美国 、 以色列、 荷兰等 1 1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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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的 105 个蔬菜新品种， 经过

试种，其中樱桃西红柿、 以色列 144、

美引长茄等38个蔬菜新品种得到了大

面积推广。在统一育苗方面，建成了

一座现代化的育苗工厂， 采用组织培

养、 无土栽培的方法进行集中育苗，

然后统一供应给园区和周边的农民进行

生产。目前， 育苗工厂每年可培育种

苗 200万株，产品已辐射全市 7个县、

市。在统一技术服务方面， 先后与中

国农科院、 中国农大、国家蔬菜工程

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院所签订了技术合

作协议， 加大了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

引进示范力度， 三年来共引进推广配

方施肥 、 膜下滴灌、 二氧化碳施肥、

反光幕、 病虫害生物防治、 无公害生

产等新技术 30 多项。同时， 长年聘

请技术依托单位的专家来园区讲课和进

行技术指导， 并选派技术人员到科研

院校进修学习，三年来共培训农业技

术人员 30 多名，培训农民 2 万人次。

在统一品牌方面，注册了 “恒星” 牌

蔬菜商标，所有园区生产的蔬菜， 统

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加工包装、

统一品牌上市。2001 年，“恒星” 牌

樱 桃 西红柿等荣 获国 优 名牌 产品 和

“河北省名优农产品” 称号。在统一

销售方面， 专门成立了销售服务公

司， 组织了一支专业销售队伍，常年

奔波在一些大城市和蔬菜专业市场，

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销售动态，开展

销售业务。公司每年为农民销售蔬菜

15 00 0 吨， 销往国内 1 5 个城市及日

本、 俄 罗斯。另外，公司还开展了配

送业务， 并在蔬菜市场和食品超市设

立了无公害蔬菜销售区。在分户经营

方面，保证农民在投资 、 生产 、 经营

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农民可根据公

司提供的多套方案选择品种、栽培模

式和销售方式，公司根据农民的意愿

和需求提供服务。公司和农户之间完

全是一种经济和服务关系，公司在服

务中增强了自身的 “造血功能”， 农

民在生产、 技术、 销售等方面遇到的

困难也得到了解决。

依靠良好的机制，对当地蔬菜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三年

来，园区带动全市新增蔬菜面积10万

亩， 新增温室3万个，带动农户2.8万
户，为农民增收2亿多元。引进的樱桃

西红柿已成为优质、 无公害蔬菜的当家

品种，园区也成为我国北方较大的樱桃

西红柿生产基地。

（作者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副主任）

理财经纬

强化会计核算  深化财政监管

——四川省广元市乡镇会计核算中心作用明显

张科儒

近年来， 四川省广元市针对乡镇

债务沉重， 财政运转困难，乡镇七站

八所各收各的款，各用各的钱， 造成

资金使用分散， 预算内外计划分离脱

节，资金重复分配， 部门之间分配不

公，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

不高等问题，从2001年开始， 积极筹

措资金，组织人力，在全市四县三区

建立起了238个乡镇会计核算中心，

一年来运转良好。

广元市会计核算中心总体运作模

式框架是： “一取消， 二统一， 三不

变 ， 四 设 立 ， 五 建 制 ”。“ 一取

消” 就是取消乡 （镇） 所属部门的

所有银行账户， 其存款余额一律划

转乡镇财政专户管理。 仅朝天区就

取消单位银行账户313个， 划转财政

专户资金387万元。苍溪县取消单位

账户581个，划转财政专户资金5089.
7万元。“二统一” 就是统一编制预

算内外收支计划，统一管理制度。

“三 不变 ” 就 是 单 位 预 算 体 制 不

变， 资金使用权不变， 财务自主权

不变 。“四设立” 就是乡 （镇 ） 会

计核 算 中心设 立 “总 会计”、“资

金 会 计 ”、 “统 管 会 计 ”、 “ 中 心

出纳”， 分别 承担管理监督 、 资金

结算、 会计记账服务和单位财务收

支等任务。“五建制” 就是建立综

合财政预算制度， 建立收支审批制

度， 建立会计凭证审核制度，建立

现金限额管理和限期范围管理制度，

建立 “四 定” 票据管理制度， 即定

相互牵制的管理人 员 、 定控制制

度 、 定数量 、 定缴销审核期限。广

元市238个会计核算中心一般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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