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积温带培育推广了 10多个水稻优质

高产品种。他指导的近 200 个农户共

6000亩水稻，亩产平均达到 800公斤

以上，亩纯增收 300 多元。二是坚持

项目区每个农户都有一个科学种植或科

学养殖的 “明白人”的原则，提高

农民自身的科技素质。每年冬春季

节，各级农业开发办配合农业科研部

门定期深入项目区开展 “科技之冬”

和 “科技之春” 活动，进行系统的

科技培训，经有关部门考试，为合格

的农民颁发 “绿色证书”，有效地提

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
（二）实施良种工程。结构调

整，良种先行，近年来我们在全省陆

续建设了一批农作物良种和畜牧良种繁

育基地。如优质水稻、 高油高蛋白大

豆、 专用小麦、高油玉米、浅芽坑

高淀粉马铃薯和特色蔬菜等良种基

地；迪卡猪、 西门塔尔和夏洛莱肉

牛、绒山羊、 美丽奴绵羊等畜牧良种

繁育基地。
（ 三 ） 实 施 科 技 示 范推 广 工

程。在全省项目区积极抓好农业高

科技示范园区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园

区建设，大力推广普及先进适用的

科学技术。在项目区大力推广普及

各种先进栽培技术，既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产出率，又优化了农业品

种结构。如安达市天泉镇项目区采

用间、混、套、复等栽培技术，共种

蔬菜 3.3万亩，加上复种 2.5 万亩和

5 7 8 0 亩棚室菜，蔬菜总收入达到

9000万元，平均亩收入 2520元，全

镇人均蔬菜收入达到 2700元，占人

均收入的80%以上。兰西县兰荣项目

区采用小麦与秋白菜复种技术，亩

纯收入达 580 元以上。

五、夯基础、上设备，保证

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在农

业综合开发中，更加注重农业生产条

件的改善，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提高项目区园林化、水利化和机

械化装备水平。
（一）提高园林化水平，改善项

目区生态环境。在审批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时，我们坚持项目区开发面积 5

% 以上的面积要造林的原则，一般按

300—600亩的方田设计，方田周围及

路边普遍栽植3—4行3年龄以上的优

质树种。1999年全省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区共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26 1 万亩，

新造农田防护林 13.5万亩，加上项目

区原有林地，项目区林木覆盖率达到

18.2% 以上，比非项目区高出 3.4 个

百分点，形成了项目区自身特有的小

气候，对项目区防风固沙、涵养水

源、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排灌结合，大力发展节水

农业。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低洼易

涝，西部松嫩平原春旱严重。我们在

农业综合开发中，坚持在三江平原走

“排蓄结合、以稻治涝”的路子；在

松嫩平原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共新上

节水喷灌项目 199个，喷灌面积近 100

万亩。
（ 三 ） 提高机械化水平，为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黑龙江省地多人少，如果没有农业机

械化生产，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难以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我们坚持加

大农业机械设施的投入，12年来共投

入农业机械资金 1.27 亿元，购置大

中型农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1.08万

台套，各种配套农机具5.3 7万台套，

项目区播种 100% 实现了机械化，中

耕 70% 、收获85% 实现机械化。全省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从事种植业的劳

力人数比开发前减少20.7万人，人均

生产粮食比开发前增长30% 以上。项

目区30% 的劳力开始从种植业向养殖

业、加工业转移。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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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报账制度是湖南省在农业综合

开发工作中，通过多年的探索建立的一

项基本的资金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明确

了财政部门与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在农发

资金管理方面的责权范围和工作职责，

全面、真实、及时、规范地反映了项目

资金的拨借和使用情况，为农业综合开

发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提供了较为科学

的方法，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县级报账制的形成
在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初期，湖

南省农发资金管理和核算基本上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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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财政所建立农发资金专

账，进行资金管理和核算的方式。由

于资金的投入使用及会计核算和财务决

算都集中在乡（镇）财政，加之乡

（镇）财政在农发资金管理和核算方

面缺乏经验和人员力量不足等原因，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一是县

（市） 财政局和农发办难以全面、准

确、 及时地掌握项目资金的使用情

况。二是项目资金拨付在途时间较

长，造成资金的短期沉淀。三是一部

分乡（镇）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在

资金调度十分困难时往往改变资金用

途，变更项目计划，使项目任务难以

足额完成，有的甚至管理失控，出现

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四是工程

竣工验收和办理财务决算不及时。五

是对于跨乡（镇）的项目在资金统筹

和分配使用上的矛盾难以协调。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确保资金真正用于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并取得好的效益，规

范全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省农

发办在认真总结衡阳、郴州两市试行

县级报账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于 1997

年初由省财政厅行文下发了《湖南省

农业综合开发县级报账制度》，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县级报账制。

二、县级报账制的做法

所谓县级报账制，是指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管理以县级为单位统一资金拨

借、统一会计核算、统一报账管理的

一种制度。它是以县级财政部门为财

务主管单位，以县级农业综合开发机

构为一级会计单位，以项目区工程指

挥部为报账单位。具体做法如下：

（一）划分资金管理责权范围和

工作任务

1 . 县（市）财政局在银行开设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专户”，实

行专人、 专账、专户管理，负责办

理项目资金的拨借。

2 . 县（市）农发办在银行开设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报账专户”，实

行专人、专账、专户管理，负责农

发资金的拨付、 报账审核、会计核

算， 编制会计报表等。

3. 以项目区为单位成立农业综合

开发工程指挥部。指挥部既是具体组

织实施项目建设的临时机构， 又是直

接的报账单位， 其财务 人员由县

（市） 农发办与项目区财政所各安排

一人兼任。主要负责群众自筹资金的

到位与核算；向县（市） 农发办申

请资金拨款；办理竣工项目财务结算

和设立备查账；审核、整理、汇集

项目区收支的原始凭证并编制报表；

统一向县（市）农发办报账。

（二）规定资金拨借的原则及要

求

1. 各级财政无偿资金均拨入县级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报账专户”。县

（市） 财政局凭县 （市） 农发办提

出的用款计划，根据项目建设进度，

将 “资金专户” 上的财政无偿资金，

分批拨入县（市）农发办开设的 “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报账专户”。县农发

办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次预拨资金到工

程指挥部。

2 . 财政有偿资金由县（市）财

政局设立的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

专户”管理，根据国家批复的立项计

划及资金额度，由项目区乡（镇）财

政所或项目单位（场、站、 所、局）

直接向县（市） 财政局办理借款手

续，由 “专户”直接借款到项目用

款单位或乡（镇）财政所。县（市）

农发办凭财政部门提供的借款合同复印

件设立有偿资金台账，以反映有偿资

金的来龙去脉。

3. 对单位和群众的自筹资金，其

中现金部分由项目区工程指挥部按村组

分户造册、张榜公布后，统一收缴到

县（市）农发办开设的 “报账专户”

上，视同财政无偿资金统筹使用，一

并进行报账。以物折资部分凭村组集

资花名册，经工程指挥部验收签证，

一式三份，一份村组留存，一份工程

指挥部作备查账，一份交县农发办作

自筹资金台账。

4 . 对银行专项贷款，由各项目

单位根据国家批复的项目计划，经县

（市）农发办签具意见，到银行办理

贷款手续，并由银行直接贷款到各项

目单位，县（市） 农发办凭借款合

同和借据的复印件作贷款台账。

各级财政无偿资金以及项目区群众

自筹的现金均纳入县级报账的范畴，

财政有偿资金、 群众自筹物资和农行

专项贷款不实行县级报账管理，通过

设立台账等方式，反映资金的拨借及

使用情况。

（三）明确报账的程序和方法

根据工程项目实施的不同情况，

实行县级报账的方法有两种：其一，

对实行公开招标承包的工程，由县

（市）农发办和财政局及有关专门人

员一道对工程标底进行测算，择优选

定专业施工单位，由县（市）农发

办与施工单位签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

合同，在承包单位垫付一定比例的自

有资金，并经县（市）农发机构确

认具有承包能力后，由承包单位提出

用款申请，经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和工

程技术负责人签字后，报县（市）农

发办领导逐次审批，根据工程进度和

工程质量，分次预拨资金。县（市）

农发办在办理工程结算时，依据工程

承包合同、工程预算、工程决算和经

过工程技术人员、项目区指挥长、县

（市）农发办负责人签具的竣工验收

单与承包单位办理工程结算，同时留

足 5% 的承包款作为质量保证金，用于

支付因施工质量而出现的维修费用。

自工程验收一年后，若无质量问题，

再将 5 % 的质量保证金退还给承包单

位。其二，对未实行承包的小型工

程，根据工程预算，由工程指挥部提

出用款计划，填写专用预付工程款借

据并加盖指挥部财务公章，经县

（市）农发办领导审批后，办理资金

预拨手续，在完成相应的工程任务

后，指挥部会计人员将规范的会计原

始凭证送至县（市）农发办报账。工

程指挥部会计人员要把原始凭单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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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汇总，逐笔登记，并填制 “报

账清单”。工程竣工后， 县 （ 市 ）

农发办及时进行竣工决算。

三、实行县级报账制的成效

各项目县（市）全面推行县级报

账管理以后，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顺了财政部门与农发机

构在资金管理上的工作关系。实行县级

报账制以后，从制度上明确了县（市）财

政局和农发办在资金管理上各自应该管

什么，怎么管理，怎么配合。由于任务

明确，责任清晰，权限清楚，使农发办

和财政局两家形成了“合力”，共同致力

于做好农发资金管理工作，解决了过去

配套资金难以足额落实，资金拨借难以

及时到位，立项计划难以形成共识等

“老大难”问题。

第二，加强了对农发资金的管理

和监督。实施县级报账制以后，对农

发资金的使用实现了事前、 事中、 事

后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项目实施

前，只有经县（市）农发办和财政

局共同审核并确认工程预算和工程施工

图表后，财务上才预拨资金。项目实

施中，只有经县（市）农发办审核

报账发票，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

效果，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

以后，县（市）农发办才预拨资金。

这样做，有效地制止了项目乡（镇）

对项目资金的挤占挪用和挥霍浪费，

确保了资金的专款专用。项目实施

后，县（市）农发办依据工程指挥

部提供的资料，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和

财务决算，确保结算的准确性和决算

的真实性，使农发资金向规范化管理

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三，增加了群众自筹资金管理

的透明度。实行县级报账管理以后，

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特别是自筹现金直

接在县（市）农发办报账专户和自筹

资金台账上得以真实反映。改变了过

去一些地方群众自筹资金 “水分

大”、管理混乱、 甚至一笔 “糊涂

账” 的局面，使群众自筹资金的筹

集、 使用有一本可供审核的 “清白

账”，这样，极大地调动了项目区群

众参与开发、 支持开发的积极性。实

施县级报账管理以后， 项目区农民群

众普遍对自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感到满

意和放心，要求开发的热情空前高

涨 。
（作者单位：湖南省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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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创新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制

王 清

江苏省自 1988年被国家列为首批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以来，紧密结合本

省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农业综合

开发管理的新机制，推动农业综合开发

工作向纵深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12

年来，共改造中低产田 2151万亩，植

树造林 158万亩，全省项目区累计新增

粮食生产能力60多亿斤，项目区农民人

均纯收入比非项目区增加350元。形成

了淮北中低产田改造、沿海滩涂开发利

用、高沙土地区开发治理、丘陵山区开

发和苏南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建设等五

类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模式，

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农业综合开

发之路。

一、实行项目招投标，创新营

理方法

项目管理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一个重

要特征，项目管理的好坏，决定农业

综合开发的成败。因此，从农业综合

开发初始，江苏省就把项目管理作为

农业综合开发的关键环节来抓。从建

立项目库入手，采取聘请专家评估论

证，优选项目，加强计划管理，完

善档案资料，加强考核，开展 “创

业杯”竞赛等多种措施加强项目管理

工作，推动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走上了

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的轨道。1 9 9 9

年，在总结以前项目管理经验的基础

上，适应市场经济新特点，对农业综

合开发重点示范项目立项进行招投标，

将竞争机制引入了项目管理，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一）明确招投标的基本原则。

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

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二是引

入竞争、 择优立项的原则；三是降低

成本，确保标准和质量的原则。在定

标时严格实行择优立项，在同一区域

内由高分到低分逐个定标；在保证建

设标准和质量的前提下，谋求以较低

的投入，获取较高的产出，寻求最佳

的投入产出比。
（二）进行招投标项目的分类。

把要招投标的项目分成四类：一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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