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 、 安商 、 富商” 的 文章 。每

年都对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以及外企纳税大户进行表彰奖励， 财

政部门累计兑现奖励资金 30 0 多万

元， 落实出口企业贴息资金 400多万

元。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惠的政策，吸

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到莱西落户，给莱

西市带来了滚滚财源。仅2001年，全

市就引进外资项目84个，合同利用外

资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亿美

元；合同利用市外资金16亿元，实际

利用市外资金 11.5 亿元；出口创汇

4.88 亿美元，涉外税收达到 1.97 亿

元 ， 占 全市 财政 总收 入 的 比重达

37.5%。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崛起，也给

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莱西市现在已有3万多农民常年在

外资企业上班，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民过上了城市工人的生活。

——扶持镇村企业发展， 带动农

村经济发展。近几年为帮助镇村企业

摆脱困境，莱西市敢于打破常规，从

政策和资金上积极扶持那些市场前景

好、 发展潜力大的企业， 鼓励其走兼

并联合、跳跃式发展的路子。1996年

以来，财政部门累计向镇、 村企业发

放周转借款 1 亿多元， 支持企业发

展。莱西市青岛万福食品公司，原来

是一个仅靠加工蔬菜和水产品为主的

镇办企业。几年来，财政部门累计向

其发放周转借款1500万元，投入专项

资金 4 0 0 万元， 使其实现了快速发

展。1997 年，该厂出资 800 多万元

购买了原国有企业莱西市肉联厂，随

后又兼并了花生制品公司、 有机肥料

有限公司等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跨行业规模经营的路子，迅速发展成

为拥有总资产 4.9亿元，下设 20个实

体， 实行牧、 工、 农、 贸一体化经

营的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 企业，

年加工出口各类蔬菜 4 万多吨， 4 万

亩蔬菜基地下联400多个村庄 、 1.8万

农户，年出口创汇 3000 多万美元。

2001年该公司上缴税收2026万元，比

上年增长了 36% 。同样，在财政部门

的积极扶持下，九联集团由原牛溪埠

镇后庄扶村的一个村办小企业，通过

“公司 + 农户” 的发展模式，短短几

年滚动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1 亿元，

年销售收入达 3 亿元， 集生猪、 蛋

鸡 、 肉食鸡繁殖 、 饲养 、 宰杀加工

于一体的综合型集团公司，其生产的

绿色无药残鸡制品畅销国外市场，

2001年该公司上缴税收 1049万元，比

上年增长了 193% 。一批镇、 村骨干

企业的蓬勃发展，为莱西农村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活力，

成为莱西市镇级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

又一重要支柱。

——繁荣个体私营经济， 为农民

增收铺路架桥。为繁荣个体私营经

济，为农民增收创造新的机遇，莱西

市把个体私营经济摆到了与镇、 村企

业同等重要位置，同扶持、 同考核、

同奖励。几年来，财政部门向个体私

营企业投入扶持资金 500多万元，兑

现个体私营企业纳税大户奖励资金

200 万元，积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加

快发展，一批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

起来。2001年全市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4000 户，总数达到 40512 户；新发

展私营企业 350 户，总数达到 204 8

户。现已初步形成以乐好制衣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服装加工业，以店埠镇石

墨厂为代表的石墨加工业，以宏远建

筑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建筑业，以松旺

花生制品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花生加工

业，以三木公司、 南龙湾庄木材批发

市场、 科信商贸广场为代表的商贸业

等多业并举的格局。2001 年有 32 户

企业资产超过 1000 万元或利税超过

100 万元，有 206 户个体私营业户纳

税达到 3万元以上。其中乐好制衣有

限公司2000年出资1000多万元收购了

国营青岛布棉六厂，盘活资产2000多

万元，安置下岗职工 200多人， 不仅

实现了自身快速发展，为全市个体私

营经济加快发展带了好头，同时在促

进所有制结构调整、 维护社会稳定方

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0 1 年，全

市个体私营经济上缴税收达到4983万

元，是 1999 年的 2.8 倍，两年翻了

一番多，成为全市镇级财政增收的一
个新亮点，为农民增收找到了一条好

门路。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西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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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余市在近几年减轻农民

负担工作中，把强化监管措施，保护农

民利益当作事关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大事

来抓，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农民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

入的比例连续4年控制在 2% 以内，负

担绝对额稳定在人平44元左右。农民

承担的社会负担也得到了减轻和有效遏

制，要农民出钱、 出物、出工的达标升

级活动全部停止，没有出现因农民负担

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

一、强化组织领辱，责任落实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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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政策性、 全

局性很强的工作， 能否使中央和省减负

政策在本地区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

实，关键在党委、 政府。为此，新余市

着力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层层成立

了强有力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机
构。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本辖区内各项减

负目标的实现。凡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

发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要追究党政一

把手的责任。二是建立健全部门分工负

责的责任制度。市里规定，市、县（区）

农业、 监察、 财政、物价、法制5部门

为本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各部门

要严格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做好减负工

作，及时处理因农民负担引发的案件和

问题。三是实行量化目标管理责任制。

按照总量控制、定项限额的原则，市里

每年年初都要制定年度减负工作目标，

列入县（区）、 乡（镇）农村工作目标考核

内容，层层签订责任状，并 且组织有关

部门定期跟踪考核检查，建立减负档

案，年终奖优罚劣，对出现因农民负担

过重而引发严重事件的地方，都要实行

“一票否决”。

二、加大宣传力度，宣传教育

到位

重点是加强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

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的政策观

念和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是集中培

训。把学习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列入

县（区）各级党员干部培训和普法教育的

重要内容，帮助党员干部掌握减负政

策，澄清模糊认识，增强法制观念和

服务意识。二是以每年 3 月减负政策

法规宣传月为重点，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中央和省减负政策法规和各地的减

负典型经验。三是实地宣讲。每年都

要组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业务骨

干到全市 35个乡（镇）集市开展减负政

策咨询活动，面对面地解答农民群众
提出的疑难问题，使减负政策法规真

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到位

近几年来，新余市着力建立健全

减负工作制度，完善工作秩序，有效地

防止了时冷时热、 时紧时松的现象发

生，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已步入规范管理

轨道。一是建立了发文审核会签制度。

凡拟出台涉及农民负担文件，一律经过

财政、物价和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

公室审核会签，否则无效。近几年来，

市、 县（区）共审核会签涉及农民负担文

件33份，取消不合理农民负担项目71

项，减轻农民负担2080万元。二是建

立健全了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

担预决算制度从 1996年开始建立，并

年年坚持下来，预决算方案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和县（区）减负领导小组办公室

审批后，每年3月份以前向村民公布。

三是建立了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从

1995年起新余市就全面推行了农民负

担监督卡制度，将农民负担预算审定的

项目和数额分解后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

中，发放到每家每户，做到农民凭卡交

费，干部依卡收费。四是建立健全了村

级财务管理制度。针对一些村级财务管

理混乱状况，颁布了《新余市村级财务

管理暂行规定》，对村提留乡统筹费的

收取和使用、村组干部工资、招待费开

支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都作了细化规

定，使村级财务监督有据可依。五是建

立了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每年年

初，市、 县（区）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都要按要求分别对县

（区）、 乡（镇）上年农民负担预算方案执

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从1997年以来，

农民负担专项审计面都达到了 100% ，

对违反规定收取和使用的资金坚决予以

查处，近几年专项审计中共查处违纪

资金 150.8万元。

四、强化监督检查，执法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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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农民负担监测点。从

1998年开始，市里就在全市35个乡（镇）

建立了66个农民负担监测点，聘请了

66名农民负担信息监测员，请他们及时

收集、反映各地农民负担情况及农民群

众意见，定期向减负监督管理部门反

馈，使减负监管部门能及时掌握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二是开展执法大检

查。每年市 、 县（区）按照中央和省要

求都要从农业、 监察、 财政、 物价、

法制等部门抽调人员，组织开展减负

执法大检查。去年县（区）、乡（镇）在自

查中纠正部门违规收费项目 12个，清

退农民不合理负担68万元。同时市里

还组织执法检查组进行复查，督促整

改。三是开展专项治理。从 1997 年

以来， 对农村中小学收费 、 农电收

费 、 农民建房收费 、 婚姻登记收费、

修公路集资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

了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了一些涉农

部门的收费行为和标准，责令有关涉

农部门向农民退回违规收取的不合理费

用178万元。同时，纠正了部分乡（镇）

生猪屠宰税和农林特产税按人头和田亩

摊派的错误做法。四是严厉查处违法

违纪案件。从 1997 年以来，市 、 县

（区）纪检监察机关协同减负办先后查处

了 1 3 起向农民乱收费 、 乱摊派、 乱

罚款，加重农民负担违法违纪案件。

对涉案的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按照

有关规定都进行了党纪、 政纪处分。

五、精简编外人员，标本兼治

到位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新余市

乡（镇）、村普遍存在人员过多，机构臃

肿，造成基层财政负担过重，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农民负担。针对这种状况，新

余市党委、 政府从治本着手，积极推进

乡（镇）、村机构改革，按照 “精简、统

一、高效”的原则，通过合并机构、清

退编外人员，分流机关干部领办、 创

办示范服务基地等形式，全市共清退

乡（镇）编外人员800人，清退代课中小

学教师 220 人， 清退村组干部 1000

人，仅此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1000万

元，分流乡镇国家正式干部 833 人，

每年可减少乡（镇）财政负担 800万元。

通过抓好以上工作，有力地保护

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积极性，促

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2001 年，

农民纯收入达到 2599 元。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农业

局、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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