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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 县：
强化支农意识  推进农业发展

代圣臣  李致学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县财政部门

围绕农村经济中心工作，强化支农意

识，着力抓好三农服务，取得了积极的

成效。2000年，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得

到了较快发展，农业总产值9.52亿元；

全年实现财政收入40566万元，其中乡

镇财政收入15432万元，农民实现人均

纯收入 2850元。宜昌县社会经济综合

实力跃居湖北省十强县市第六位。

一、树立发展意识，加大农

业投入

宜昌县财政部门从发展县域农业和

农村经济，夯实农业基础财源出发，

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全县农业投入。

已初步形成了以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

财政资金投入为辅的多元化、多层次

投入农业的良性格局。

一是确保财政预算内支农资金逐步

稳定增长。县财政部门严格按照国家

《农业法》的有关规定，积极落实支

农资金，确保每年财政预算内支农支

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幅度。2000 年，全县财政预算内支农

资金支出 3480 万元，比上年增加 322

万元，增长 1 0 .2 % ，比 “九五” 初

年的 2078万元增长 60%。

二是加大预算外资金调控。预算

内支农资金不足，预算外资金膨胀，

管理失控，是困扰各级财政部门多年

的难题。近年来，宜昌县财政部门强

化预算外资金的政府宏观调控力度，

大力实施综合财政预算改革，努力增

大支农资金的流量。2000 年，全县归

集县直单位预算外资金 1.1 亿元，通过

对农口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加大了

支农资金投入。

三是争取农业项目资金投入。宜

昌县财政部门在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积极开展农业项目申报，以

农业项目资金推动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发展。近年来，该县先后争取了长江

防护林、 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粮食

自给工程、菜篮子工程、生态农业、天

然林保护等项目，加大了县域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宜昌县

2000 年被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新增

项目县，争取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财政资金 300 多万元。预计整个

“十五” 期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将

会为全县农业增加投入超过 8000 万

元，必将极大改善全县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

四是加大支农周转金清理回收。

首先是对全县县直及20个乡镇的800多

个借款户（企业、乡村、农户等）进

行详细深入调查，彻底摸清了全县财

政支农周转金的存量情况。县财政局

在报县政府审批后，将沉淀的乡镇借

用周转金 1500多万元下放乡镇管理，

由乡镇财政所作为乡镇级财政资金管

理，加快乡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第二是对清理下放后的借款余额，按

照三年消化完的精神，与乡镇财政所

签定还款责任状， 分三年将借款还

清；当年完不成任务的，县财政局直

接从其预算资金中扣还。第三是对县

直借款单位，在搞好有关对账工作

后，对一些有偿还能力而长期拖欠不

还的借款户，县财政部门坚决按照法

定诉讼程序，借助法律手段，申请强

制执行等方式，加大催收力度，成效

较为明显。2000 年，全县共完成支农

周转金回收 448万元。

五是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近年

来，县财政部门充分运用财政资金聚

合作用，采取财政资金以奖代补、 财

政贴息等手段，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

业。如对来该县投资的客商采取低收

费、高奖励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

县内外客商来宜昌县投资，发展农业

和农村经济。县财政局还建立起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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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三峡库区项目的专项启动资金，

加大招商引资，成功引进了娃哈哈、

海尔、均瑶、汇源果汁等国内知名大

企业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县财政局还采取

各项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县内民营企

业以租赁、 买断、合资等方式，投资

农业项目。

二、树立公共财政意识，突

出支农重点

为适应公共财政体制和我国即将

“入世” 的新形势，县财政部门积极

采取措施，调整和优化支农支出结

构，突出支农重点。

1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大力支持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为切实改善

全县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县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从 1999 年起，县财政局将原来

农业切块资金组合成 8 个 100 万元资

金，重点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村集镇建设、 乡村道路建设等基础

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从各

方筹集并投入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资金超过了 1000万元。

二是大力支持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宜昌

县农村生活条件，特别是西部山区贫

困农村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县财政

部门结合扶贫攻坚工程，抓住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落后这一关键环节，积极

筹措资金，每年投入资金近 300万元，

大力支持农村实现村村通电、 通路、

通广播电视，帮助广大农户完成改

水、 改房、 改栏、 改灶，大力改善

农村消费环境，大大改善了全县农村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大地鼓舞了

全县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三是大力支持以交通为重点的乡镇

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部门抓住制约

乡镇经济发展的交通不畅问题，投入

大量资金用于公路建设。县财政局每

年投入 100 万元用于贫困乡村公路建

设。1997 年，县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

金 2500 万元，成功改造了务殷专用公

路，加快了山区矿产资源开发，带动

了公路沿线农村经济的发展。

2、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

一是每年筹措资金100万元，用于

扶持农业高产新品种、高效种植模

式、新技术等在全县的推广，重点是

县政府提出的 10 项农业实用新技术。

2000 年，县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县直有

关部门编写了 《 农业实用技术新

编 》、《 天 麻仿 野生 高 产 栽 培 技

术》、《柑桔生产环节管理法》 等

书，并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给农民

送去农业科技书籍 1.1万多册。结合全

县粮食、蔬菜、 柑桔、 天麻、奶牛

等产业，在全县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培训科技明白人 12万人次，培养了农

村科技骨干带头人 3000多人。

二是积极抓好科技示范点建设。

近年来，县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

着力抓好农业现代化示范点建设，以

推动全县农业科技推广。鸦鹊岭农业

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建设三年来；县财

政部门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在项目

区开展以软盘育苗抛栽、 测土配方施

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农业新技术，

实施农科教结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果。

3、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2000 年，宜昌县大力实施农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县财政部门根据县

委、 县政府提出的 “东部奶牛西部药

材”的思路，把发展奶牛和种植中药

材作为新时期农村财源建设的重点项

目，并制定优惠政策重点扶持。一是

县财政部门出台了财政对奶牛养殖贷款

贴息的办法。凡县内外单位、个人购

进奶牛在宜昌县范围内养殖的，按照

实际存栏头数，养殖规模在 50 头以下

的，县财政每年每头贴息 297 元；养

殖规模在 50头以上的，县财政每年每

头贴息 371 元。贴息时间从 2000 年到

20 02 年；为期三年。同时，县政府

还与均瑶、 娃哈哈两大企业签定了保

护价收购鲜奶的协议。为扩大奶牛养

殖规模，2000 年县财政部门积极筹措

资金 300 万元，启动了奶牛养殖小区

项目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奶牛养殖培

育中心。这些政策的出台，极大鼓舞

了县内外投资者特别是全县广大农户的

热情，纷纷贷款发展奶牛养殖。到今

年底，全县奶牛养殖预计将有近 1000

头的规模。经过 5 年左右的努力，全

县将形成优质奶牛养殖 30000 头的规

模，形成与均瑶、 娃哈哈配套的鲜奶

生产能力，推动全县农村经济的大发

展。

为鼓励山区农民发挥山区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西部山区天麻、 黄姜等

中药材生产发展，加快山区农民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县财政部门制定了奖

励扶持政策，鼓励天麻、 黄姜等中药

材种植大户发展，扩大规模。如对西

部山区连片种植中药材 30 亩以上的乡

镇和种植5亩以上的农户，县财政按照

每亩 5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补助，大大

推动了西部山区的中药材发展。

三、树立效益意识，强化支

出监管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工作的效益核心

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支农资金的损失

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

此，必须对支农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加

以严格监督。

1、实施资金源头管理。过去，财

政部门对一些专项支农资金实行以拨代

支，对资金的去向不明确，仅靠事后

监督，资金使用难以有效控制。近年

来，县财政部门抓住资金源头，规定

凡从财政拨出的大宗支农专项资金，

必须实行财政部门与县直行业主管部门

联合行文，县财政部门要参与资金的

分配活动，了解资金去向，并将资金

使用分配计划以文件形式下达，资金

通过财政一条边拨付。 财政部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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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源头， 在事前就掌握 了资金分

配、 数量、 去向、用途等， 事后监

督管理也能更有效进行。近年来， 县

财政部门先后对教育扶贫、 交通扶

贫、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科技支农等

农业专项资金， 实现了财政部门的源

头管理， 与各主管部门共同下达资金

计划，资金直接从县乡财政部门拨付

到使用单位。

2、 强化乡镇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财政支农资金中有很大部分是直接用于

乡镇经济的发展项目。加大乡镇财政

支农资金的监督检查，是管好用好支

农资金的重要措施。近几年，县财政

部门通过每年开展大规模的支农专项资

金检查，发现乡镇支农资金的使用存

在较大的问题， 如资金拨付不够及

时、挤占挪用、 乱提业务费等现象较

突出。为从根本 上解决这一难题， 我

们在桥边镇试行并推广了财政支农专项

资金财务代理制度。由乡镇总预算会

计代理 专项资金财务， 实行招投标制

度，加强现场跟踪监督、 勘察，实施

集体办理决算；并采取预留 10% 的工

程质量保证金的办法， 保证工程质

量。项目财务代理制， 使支农资金从

制度上得到了安全保证。该制度实施

近两年来， 仅桥边镇就节约资金 7 万

多元。

3 、 逐步推行县级报账制。 2000

年，县财政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支农 专

项资金管理，提高会计核算水 平，先

后对生态农业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

资金开始试行县级报账制。如生态农

业报账程序为：项目实施单位定期集

中所有直接用于生态农业的合法支出凭

证，报乡镇政府负责人审签；由乡镇

政府按农业、 林业、 水土保持等项目

分类汇总，并填写《宜昌县生态环境

项目工程报账申请书》， 分别报项目

主管单位、 县生态办签署意见，最后

报县政府审批；县财政局根据县政府

审批意见，办理资金拨付手续。县级

报账制的实施， 确保 了资金专款专

用， 有利于实现支农 专项资金的规范

化管理，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作者单位： 湖北省宜昌县财政

局）

县乡财政

一个农业大县

财源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张兴山  姜小俊

近年来， 湖北省襄阳县财政部

门，始终坚持把农村财源建设与振兴农

业大县财政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农

业大县实际，用活财政政策，发挥财政

职能，大力支持农村财源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自 1998 年以来全县财政收

入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来自农业和

农业加工业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85%，从根本上改变了 “农业大县、工

业小县、 财政穷县”的历史。

一 、 多方筹集资金，确保农村财

源建设投入。一是本着 “自 立更生为

主、争取上级支持为辅” 的原则，广

辟资金来源。通过调整支农 支出预

算，引导预算外资金投入；争取省市

支持，成立经济开发股份公司， 通过

股份集资等形式筹集资金。二是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粘合作用，正确引导

农民按一定比例投资、 投劳。同时，

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赁、拍卖方式，

建立以工补 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

形成了一个以国家财政投入为导向，

以集体、 农民投放为主体，以信贷资

金、 外资、股份集资为补充的多元

化、多渠道的投资体系。近年来县财

政部门共累计筹集资金 7456 万元，用

于支持全县财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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