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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生 态 环 境

  促 进 农 业 发 展

——湖北省 襄阳县农 业 综 合开 发改善 农 业 生态环境初 见 成 效

王慧敏  张根国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日益严重，并逐

渐成为当前扼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对此，襄阳县财政部门在实

施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不断转变工作

思路，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这一项促

进我国农业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

性措施的重要作用。立足于农业生态环

境的彻底改变，坚持“治瘦、治旱、 治

风”多管齐下，使全县农业生态环境得

到了有效的改善。

一、 提 高耕地利用率，综合

治理 “瘦 壳子”， 有 效 缓解人地

矛盾

由于襄阳县地处鄂西北部，岗地

土壤质地粘重，有机质含量低，大部

分耕地都是投入大、收入少的 “瘦壳

子”。加之人多地少的矛盾日 益加

剧，使农业发展面临着后备资源严重

不足的危机。据资料显示，“九五”

期间，全县每年减少耕地面积 1065 公

顷，而人口每年增加 0.8万人。为此，

我们始终坚持以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为重点，大搞土地平整改良、 秸秆过

腹还田和科学配方施肥技术，使 “瘦

壳子”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造，充分

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有效

地缓解了人地矛盾的加剧。

（一）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耕地质量。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

“综合”二字做文章，通过采取山、

水、 田、 林、 路综合治理，资金、

科技、劳力、 机械配套投入的方式，

共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5722万元，改造

中低产田 46.58万亩，新建维修小型水

库 6处，泵站 41 座，装机 1700千瓦，

开挖疏通渠道 820 千米，打机电井 149

眼，架设农电线路 1782 千米，配套各

类建筑物 132 处，购置农业机械设备

1 5 台（套）。通过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使耕地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提高，主

要体现在：一是建成了一批排灌配套旱

涝保收农田。三年来共增加有效灌溉

面积 43万亩，占同期全县增加有效灌

溉面积的四分之一。二是建成了一批

规格化稳产、高产、 高效农田。据全

县各项目区乡镇统计，有 40 万亩变成

了 “田成方、树成行、 渠相通、 路

相连”的标准化农田。三是建成了一

批“两高一优”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先后在交通便利，市场优势明显，适

应规模发展的王河、 牛首、竹条等乡

镇，发展高新科技农业示范园6个，成

立高新农业科技开发企业5个，共引进

“日本脱毒草莓、 转基因蕃茄、 水果

辣椒、美国黑提（红提）葡萄等 56 个高

新科技农业新品种。

（二）推广机械深耕改土和科学施肥

技术， 改变土壤理化性状。在项目区

建设中，由于狠抓了土地平整，大大

提高了机械作业效率。对此，我们推

行了大中型机械手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承

包耕作和引导、 鼓励农户购买中小型

机械进行耕作。目前， 全县机耕面积

已实现了百分之百，既提高了农业劳

动效率， 又加深了耕层，活化了土

壤。同时，针对农民在肥料投入上出

现 “两轻两重”（轻农家肥， 重化肥；

轻磷钾肥，重氨肥）的倾向和不能根据

土壤的理化性状和作物的需肥要求搞好

科学施肥而造成土壤板结，团粒结构

不良，物理性状减退， 致使地力降低

的实际问题。我们以建立科学施肥技

术示范基地为起点， 采取 “典型示

范、技术培训、 现场服务” 的全方位

服务方式， 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技

术水平，使施肥方式实现了由单一型

向复合型、 混合型的转变。并不断引

导农民采取种、 养、 积、 造等综合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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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广辟农家肥，确保每季农作物亩平

积造农家肥达到 4 ～ 5 方。目前，全

县推广科学施肥技术面积已达到170万

亩，秸秆还田面积实现百分之百，积

造农家肥每年都在 700 万方以上，使

土壤的理化性状得到了改变，增强了

土地蓄水保肥能力。

（三）优化农业结构，提高耕地产

出效益。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只能带

来农业资源的低效利用， 过度的开发

最终会使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到破

坏。因此，襄阳县在不断加大对耕地

改造力度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依托资源优势，按照宜农

则农、宜渔则渔、宜牧则牧、宜林则

林的原则，对农业结构进行了适应性

的调整。使全县各项目区形成了 “山

上林果药茶，平原粮棉油烟麻，低洼

田挖池养鱼鸭”的良好局面，使耕地

的产出效益得到了不断提高。据统

计，全县 78万亩经过调整种植结构后

的耕地产出效益平均每亩净增纯收入达

到 1200元。

二 、 推广 节水 灌 溉技术， 彻

底改造 “旱 包子”， 有 效提 高水

源利用率

多年来，粗放和低效的农业用水

方式，使襄阳县本来就紧张的水资

源，显得更为匮乏。为此，我们以不

断加大水资源储备为保证，迅速推广

了节水灌溉技术，不仅使 “旱包子”

得到彻底改造，而且使水资源的利用

率得到充分的提高。
（一）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水源储备。一方面通过架泵站、 打

机井、修渠道、搞配套、攻死角， 充

分利用原有水利设施等方式，不断完

善各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共

投入资金 1356 万元，完善各项水利基

础设施 1 56 处。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

平均年过境客水 450.68 亿方的优势，

大搞水利设施的 “长藤结瓜” 和“配

套延伸”，使全县境内可用水源储蓄

量增加了2.7亿立米，为农业生态环境

的不断改善，拓出了一条条碧波荡漾

之源。

（二）加大宣传力度，激发群众参

与热情。我们充分利用广播、 电台、

电视、 报纸等新闻媒体，通过突出宣

传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实情，突出宣

传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水利在农业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突出宣传

节水灌溉新设备、 新方式的高效益，

突出宣传成功典型和技术要领，使农

民对水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可持

续利用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认识，增

强了农民节水意识和节水灌溉技术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群众主

动参与的热情。

（三）搞好示范引导，实现整体推

进。我们坚持在不断强化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 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的基础

上，按照 “高起点、 高标准” 的原

则，根据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农业结

构合理选择节水灌溉方式。不断加大

节水示范基地建设， 并实现了优质高

效，让农民真正看到了节水灌溉技术

的实惠和好处，从而达到了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的目的。如在地形复杂的地

区推广使用小型喷灌技术（半固定式或

卷盘式喷灌机）；在地形平坦的地区则

全面铺设防渗渠道。对优质高效名优

精品农业作物、 水果园、 农业高新科

技示范园，推广喷灌、铺设输水管道

等方式；高效温室大棚则以发展微喷

灌、 滴灌为主，使各种节水灌溉技术

的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逐步形成了

“粮田灌溉喷灌化，果园微喷管灌

化，输水渠道防渗化， 农田灌溉效益

化”的立体灌溉体系。目前，全县已

建成地下塑料防渗管道、喷灌等各种

节水灌溉技术示范基地 5个， 12万亩，

修建“U ”型混凝土防渗渠道长 2250

千米，购置移动式喷灌设备 2 4 台

（套），全县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6 5 万

亩。使项目区 水源 利用率提高了

4 5%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

供水矛盾， 而且有效地保护 了水资

源，维护了农业生态环境的平衡。

三 、 强化植树造林力度， 牢

牢扎 紧 “风 口 子”， 有效提 高森

林覆盖率

林业作为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一道必不可少的绿色屏障，在农业综

合开发过程中， 我们始终坚持把防护

林网体系建设作为一项 “治本”工程

来抓。

（一）搞好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

在丘岗山区大力发展经济林、薪炭

林、 紫穗槐和优质牧草。对于 25 °以

上的坡耕地逐步退耕还林，25 °以下

实行坡改梯，固土保水保肥。截至目

前，全县共完成封山育林面积 25 万

亩，退耕还林面积 5 万亩，坡改梯面

积 4.5 万亩。
（二）加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力度。

做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点、 面、网、 带、圈融为一体，在

结构上，实行乔木、 灌木、草禾相结

合， 防护林、 经济林、 用材林相结

合，多树种、多林种搭配，针阔叶相

间，落叶和常绿交错。同时，本着讲

求实效，因地制宜的原则，尽量把林

带配置在河、路、渠道两旁，形成了

山顶乔、灌、 草多样保护为主的保护

层，山腰果、 草、 茶、 特和成片人

工草场的开发层，山脚发展粮食生产

和家畜、 家禽的稳定层的梯度生态开

发结构。近年来，全县共建设农田林

网面积 80 万亩，营造贯穿境内东西走

向主林带 4 条，长 4 1 5 千米，南北走

向副林带 3 条，长 328 千米，绿化荒

山、 荒坡面积 32 万亩，道路 652 千

米，渠道 456 千米，河堤 256 千米。
（三）加快林业商品经济发展。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 积极调整林种树种

结构，妥善地做好林种布局和树种选

择， 不断加大商品林业基地建设力

度。严格按照 “共同投资，风险同

担， 效益共享”的原则，努力把工程

建设与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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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共吸引群众、个体企业等社

会团体组织资金 1200 万元，完成商品

林业基地绿色致富工程 18万亩，建设

商品林果基地 40万亩。

通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全县森

林覆盖面由 1989 年的 8.8% 提高到了

1999 年的 28.8%，防护林带和林网内

风速降低35% ～ 40%，空气相对温度提

高4.62%，农作物产量因生态环境的改

善年均增产达到 6500 万公斤。如今放

眼襄阳，但见一条条绿色长城，纵横

交错、 生机勃勃：一个个绿色企业，

星罗棋布、红红火火。为昔日的黄土

岗地绘就了一幅幅 “林茂粮丰”的美

丽画卷。

（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县财政

局）

县乡 财政

高邑县：积极实 施

财政集中支付制度

王建设  翟秋乐

河北省高邑县在 2000 年被河北省

财政厅、石家庄市财政局确定为财政综

合改革试点县。该县以实行财政集中支

付制度为核心，在保持单位预算安排的

资金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

下，取消单位银行账户，财政统一管理

会计人员、统一办理资金结算和会计核

算工作；资金支出从财政单一账户直达

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实现了收入

一个进口，支出一个漏斗，管理一个渠

道。逐步建立起统一预算编制、统一会

计选配、统一财务账户、统一支出模

式、统一监督体系的新型的财政财务管

理体制。

1、统一预算编制。在重新界定财

政供给范围的基础上，统一编制财政

综合零基预算。单位收入全额上缴财

政，支出根据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财

政供给能力安排拨付。支出预算安排

顺序，首先是财政供给范围内的个人

工资性支出，维护党政机关， 财政拨

款供给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支出和社会

稳定支出。其次是必要的政策性支

出，主要包括粮改等有关社会方面的

支出。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事业发

展支出。第四按照政府职能应由财政

负担的其他支出，包括对下级政府的

转移支付支出。

2、统一会计选配。财政局成立财

政支付中心。各预算单位取消会计，

其财务审核、会计核算、 资金结算等

业务统一由财政支付中心代理。财政

支付中心暂定事业编制8人。支付中心

设立 “总会计（主任）” 1 人，资金会

计（出纳）2 人、统管会计 5 人。总会计

负责预算指标的审核、 调整、预算单

位收支原始凭证的审核盖章以及审核资

金的拨付，同时对 5000 元以上的报账

款进行复核；资金会计（出纳）负责办理

费用报销， 往来款项收纳、支付整理

收款凭证并转交经办会计，登记现金

日记账， 编制 “现金收支日报表”，

定期与银行对账， 在单位存款余额内

办理资金转账、 现金结算业务以及分

户核算存款变动情况，按月与单位核

对存款余额账目；统管会计负责办理

各预算单位会计核算业务，填制记账

凭证，发放工资， 监督单位预算执行

情况，审核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和保管

会计档案。每月定期向财政有关科室

和预算单位编报会计报表，与总会

计、资金会计对账。预算单位取消会

计后，设一名 “报账员”， 负责经手

预算单位的财务收支， 并向支付中心

提交财务收支原始凭证，与资金会计

和统管会计办理收支凭证结算。形成

了一个会计队伍集中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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