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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再创业

——铁岭市财政部门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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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通讯员  ★高 晖  王会昌★

素有 “辽北粮仓”之称的铁岭市

是辽宁省著名的农业大市，这里农业

资源十分丰富，耕地连片、 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粮食产量常年在 2 5 0

万吨左右，占辽宁全省的 1 / 4，是国

家和辽宁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近

几年来，铁岭市财政部门认真分析农

业面临的经济形势，针对本地特点，

在保持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

不断调整财政支农的重点，积极支持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地区

焕发了新的活力。

以市场为导向

明确农业结构调整思路

近几年来，我国农业已经由主要受

资源约束的发展阶段，转入受资源和市

场双重制约的新阶段，作为农业地区的

铁岭市，同样也面临由于农产品价格持

续下降，农产品“卖难”，农民收入增速

下滑，财政增收困难的局面。面对当前

农村经济形势，铁岭市财政部门认为必

须解决两个认识上的问题：一是认为增

产就是发展，单纯为粮食生产服务的问

题。过去由于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而导

致品质较差，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农民

投入产出比下降，使农民收入水平的增

长速度受到根本性限制。随着经济的发

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变，

人们对食物的品种和质量有了更高的要

求。如果财政部门还把支持农业的重点

仅仅放在提高产量上，必然会陷入生产

的粮食越多农民收入越下降、财政增收

越难的怪圈中。因此，他们提出要努力

增加大宗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品

质；同时，引导农户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进行特色产业和产品开发。二是扶持乡

镇企业就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

目前乡镇企业存在着与城市工业重复建

设、粗放经营、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等

问题，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与本地的农

业关联度非常低，不能充分利用农业资

源，不能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

加大对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龙头企业

的支持力度，以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

基于上述认识，铁岭市财政部门提

出，要紧密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

政实力增强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农业结构

调整目标，在中部平原地区重点建立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挥典型的辐射

带动作用，提高农业生产层次，优化种

植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在东部山区重点

抓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

高加工水平解决出路；在城郊地区进行

精品农产品开发，发挥区域特色和优

势，培植主导产业和名特优产品。通过

构建合理的经济布局，培育主导产业，

开发优质产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趋

同、产业趋同、 产品趋同的问题。

以农业产业化为重点

提高拉动农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

农业结构调整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

何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确定调整方

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把市场信息、

技术服务、销售渠道更直接、更有效地

带给农民，是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措

施。铁岭市财政部门在推动结构调整

中，以市场为引导，注重扶持龙头项目，

建设生产基地，带领农户走产业化经营

的路子。

一是以基地促进加工企业，加快

产品的加工转化步伐，实现多层次增

值。位于东部山区的西丰县秸秆和草资

源丰富，农户有养牛的传统习惯，1990

年铁岭市开始把黄牛生产作为产业化项

目进行扶持，到 1996 年各级财政部门

投入资金4300 万元，用于黄牛品种改

良、疫病防治等服务体系建设，给养牛

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了进一

步延长产业化链条，进一步提高黄牛

生产的附加值，扭转县级财政收入增

长缓慢的局面，财政部门积极争取中

央和省级财政的支持，到 1999 年各级

财政部门投入资金 2983万元，建立了

年屠宰量 1 万头牛、年产 1990吨优质

牛肉的企业 “辽宁北方优质肉牛示范

总厂”，同时建设了 1 0 个肥牛饲养基

地，扩建了辽北黄牛交易市场。从而

形成了基地促企业、 企业带动基地、

基地搞活市场、市场牵动农户的养加

销一条龙、 牧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格

局 。

由于财政的扶持，黄牛产业化给整

个西丰县带来了巨大效益，1998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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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年末黄牛饲养量达 31.8万头，出栏

量 14.3 万头，农村人均养牛收入789

元，占农村人均总收入的 3 6 .6 % ，

1998年全县黄牛产业实现的税费达244

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8 % 。1 996

年至 1998 年小肥牛加工厂生产高档牛

肉 1017吨，黄牛饲养量累计达 105.7

万头，出栏量 50.5 万头，黄牛总产值

12.6 亿，纯收入达 1.5 亿，实现财政

收入达 1094万元。可以说养牛实现了

强县、 强乡、富民的目标。

二是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

和产品。经过财政部门连续几年的努

力，铁岭市的畜牧业、水产业、林

果业、蔬菜业等逐步形成规模，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改变了以

粮棉油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形成了

全面发展的新格局。有“东北苗木花

卉第一乡”之称的开原市靠山乡，多

年来有许多农户从事苗木花卉生产，

但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一

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为使其上规

模、上档次，1998 年市县两级财政投

入 340 万元进行扶持，到目前，苗木

花卉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6500亩，品种

达 150个，有2500个农户从事苗木花

卉的生产，实现产值 4800万元，农民

人均收入 400 元，财政增收 35 万元。

苗木花卉生产已成为乡财政收入的支柱

产 业。

财政部门还注意扶持引导农民努力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和增加财政收入。铁岭市清河满族自

治乡 1997 年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发

动广大农户栽种葡萄。为了促使葡萄

生产尽快形成乡镇支柱产业，市区乡

财政投入 3 8 万元，用于灌溉设施建

设，使当年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2 0 0 0

亩，产值 800 万元，乡镇增加税收 15

万元，农民增收 400 万元。为了解决

葡萄旺季卖难的问题，消除农户后顾

之忧，财政部门建议该乡进行葡萄鲜

储，错开季节投放市场，为此财政投

入资金 1 70 万元，引导农户自筹资金

400 万元，建成 98 个葡萄鲜储窖，可

储葡萄400 万斤，在春节之前投放市

场，使农户增收 600 万元，乡镇增加

税收 30 万元。

以科技投入为支撑

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质量和效益

进行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各个产业之

间比例关系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农业整

体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优化的农

业结构体系要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

以高素质生产经营者为基本条件。几年

来，铁岭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了科技

进步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撑和推动力

度，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把先进实用

技术推广、引进高科技含量项目、培训

提高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科技素质等工作

落到实处。全市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

率达到 48%，比 1978年提高了 18个百

分点。

一是推广了一批增产增收潜力大的

进实用技术。近两年，他们着重抓了45

个高产、优质、低耗、高效项目的推广。

如推广模式化栽培技术，开发建设玉米

双江田200万亩；推广平衡施肥 1500万

亩；推广种子包衣 800万亩；主要作物

病虫害防治900万亩次；节水灌溉 230

万亩；推广黄牛人工冷配35万头。不同

程度地抵御了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

失，使农副产品产量、农民收入有了大

幅度提高。

二是把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新项

目，增加技术储备，作为科技兴农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来，全市引进

开发高新技术项目37项，大部分获得成

功，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如引进的液

态二氧化碳洗井技术，洗后效果如同打

一眼新井，每眼井只需 3000元，比打新

井节约费用万余元；引进的棚菜二氧化

碳增施技术，可提高产量 2 3 % 。

三是以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为突破口，采用典型示范，以点带面

的方法，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变。他们先后支持建立了铁岭县凡

河镇、开原市庆云镇2个农业科技推广

示范园区和昌图县宝力镇、 两家子农

场2个万亩旱田节水灌溉工程。凡河农

业科技推广示范园区是 1998 年经财政

部批准建立的全国首批示范园区，目

前，各级财政部门已累积投资 1386万

元，已建设水田 1 万亩、旱田 1 万亩、

菜田200亩，采用了多种农业先进实用

综合配套技术，形成了种、养、加

相结合的立体农业，实现了稻田养

鱼、 养蟹、 养鸭等高产、 高效模式。

累计引进农作物新品种9个，推广农业

新技术 14 项，示范园区万亩水田年增

产水稻60 万公斤，亩均增收 647元。

科技贡献率达 57.67%，比建立示范园

区前提高了 12.27 个百分点。1998 年

示范园区水稻产量 600 万公斤，产值

1 2 0 0 万元；稻田养殖地块亩纯收入

1 280 元。

四是把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科技知

识教育，作为优化农业结构的根本任

务。财政部门认识到目前农业经济发展

对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他们根据全市农业生产的实际情

况，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传授先进适

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两年来，全市举办

科技培训班 5403期，培训农民 38万人

次；印发技术资料 15万份。铁岭县作为

全国 “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的试点县之一，筹集财政资金60万元，

落实了3个培训基地和 17所分校，并按

照“一村一处”的原则建立了一系列县

乡实习基地。从去年 10月份到今年4月

份已培训青年农民3000人，全县267个

行政村平均每个居民组有2个青年农民

受训。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跨世纪青年农民，如今

他们已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排头

兵 。

铁岭市财政部门在支持农业结构调

整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今年提出要

把粮经作物比重进一步调整为 75∶25，

粮食作物主要发展绿色食品，经济作

物继续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积极与龙

头企业联合发展 “定单农业”。相信在

辽河岸边这块黑土地上会结出更丰硕

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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