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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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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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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省专项项目的立项；二是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的立项，每个市选

择 1 — 2 个县进行项目区立项的招投

标；三是土地治理项目中土建工程的

发包承包；四是土地治理项目中机电

设备的采购与提供。

（三）公开重点示范项目招投标

的条件和要求。省级重点示范项目的

投标条件：一是必须安排在已建或拟

建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内；二

是地方领导高度重视，群众积极性

高；三是地方财政有较好的资金配套

能力，农民群众有较好的自筹能力；

四是具有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具有适合当地推广的先进技术；五是

有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科技单位的指

导；六是达到一定规模， 示范辐射能

力强，带动范围大；七是项目实施有

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

（四 ）制定并规范项目招投标的

程序。一是发标。以 2000 年省级重点

示范项目招投标为例， 省农业资源开

发局和财政厅共同作为招标人， 把

2000 年省级重点示范项目作为招标项

目，以邀请招标的方式，邀请项目区

所在县人民政府作为投标主体，参加

投标。二是投标。招投标文件发出以

后，各县 （市） 人民政府对照招标

条件和要求，根据当地资源优势、 条

件和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认真编制

投标文件，并于规定时间内以密封形

式投标参与竞争。三是评标。为了防

止出现人为干扰因素，我们邀请了 42

位专家，分门别类地对 104份有效标书

进行评标， 通过对标书的基本情况、

建设内容、 项目、资金、 技术指标、

效益分析和管理措施等9大项25小项进

行详细评分，提出标书的书面评审意

见。在评标时，评标的标准和程序公

开， 专家独立评审。四是定标。省

农业资源开发局和财政厅根据专家评分

和书面评审意见，按照省级重点示范

项目实施意见的要求，分区域由高分

到低分逐个择优定标，并以中标通知

书的形式通知所有中标人和未中标人。

对重点项目实行招投标，给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重点示范项目招投标工作，

极大地调动了各县（市）参与农业综

合开发的积极性。全省共有 6 4 个县

（市）、 农场参加竞标， 共收到投标

书 1 15 份，其中有效标书 104 份，是

招标项目数的 2.2 倍。推行招投标制，

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水平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

二、实行绩效挂钩，创新科技

开发运营机制

提高开发效益和质量，最终要依

靠科技创新。为此，江苏省加大科技

开发力度，在农业综合开发中， 充分

调动科研单位、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采取业绩与效益紧密挂钩的办法，对

组织运营机制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
（一）组织科研院所、 科技人员

领办实体。我们通过政府的政策和资金

引导，鼓励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创办、领

办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示范区，充分

发挥他们的人才、技术、设备等优势，优

化资源配置，使科技资源和科研成果的

市场价值在开发项目的建设中得到最大

程度的体现，使科技成果的转化与科研

院所、科技人员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机制。

睢宁县王集实验区，结合优质小麦生

产，由技术依托单位与当地有关部门联

合组建了“睢宁友农有限责任公司”，运

用技术依托单位的科技优势，生产、加

工和经营优质小麦良种。镇江丘陵地区

农科所领办了句容白兔省级实验区，引

进国外优质高产品种30多个，采用与国

际接轨的现代栽培技术，并聘请日本、

台湾专家现场指导，将该实验区建成了

种苗、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农民技术培

训基地和对外交流的窗口。目前，实验

园区的新品种、新技术已辐射到周边所

有乡村，并有 110多名国外农业专家来

实验区参观考察和开展技术交流。1999

年实验园区产值达到 1346万元，取得

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科技人员的收入

也大幅度提高，在现场工作的技术人

员奖金都在万元以上，充分调动了科

技人员参与开发的积极性。到目前为

止，全省已组织了15个高等院校和科

研单位的 90 0 多名科教人员到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推广、 示范先

进实用 技术，领办、 创办科技实

体。
（二） 技术入股。科技单位、科

研人员有其技术优势，但缺少政策扶

持，缺少资金投入，难以形成现实生产

力。因此，实施科技下乡，让科研人员

直接参与技术承包是充分调动和发挥

科技人员作用的重要途径。我们在建

设东海县有机食品基地时，南京农业

大学以其技术参股经营连云港东海晶

果有机肥厂，科技持股 18%；高邮司

徒乡实验区结合奶牛养殖，与扬州大

学合作生产牛奶制品，扬州大学以技

术和品牌入股，并在加工环节以 51%

的股权控股经营。

（三）建立示范园区。为了改变

过去科技项目资金与生产性项目资金部

分脱节的现象，更大程度地发挥科技

开发的效果，我们在全省建立了7个农

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园区，将科技启

动费和生产项目资金有机结合，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的精品工程。科技示范

园区项目采取招标选项，按照江苏省

“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项目实施

意见”的要求进行管理，项目实行法

人制和首席专家制，项目内外部实行

逐级承包制、合同制、 股份制、合

作制，规范化操作。实现技术依托单

位的技术投入与效益挂钩，使科技推

广与兴办科技型经济实体相结合，推

动了农业综合开发科技运营机制的转

变 。

三、实行帮扶结合，培育新型

经济中介组织

造成农民增收难的原因，除了农

业结构单一、粮食转化能力弱之外，

还有个重要原因，即农民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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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缺少市场信息和谈判能力，因而

进入市场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在项目区内有意识地培育、扶持和

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纪人队

伍，将农民各种经济中介组织视为一

种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不断丰富农业

综合开发的内涵，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 。

一是培育。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区内，坚持以生产要素相连接为原

则，把与农户之间有没有利益联结关

系作为衡量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有其生命

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加强对专业生产

大户或专业运销大户的联系，鼓励他

们牵头成立各种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

社，在产前、产中、 产后环节上实

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专业经济组

织雏型。

二是扶持。有了专业经济组织的

雏型后，我们结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的实施，在政策和资金上对专业经济

组织予以扶持，促其发展和壮大。句

容市有个葡萄合作社，由 “葡萄大

王”方济生等少数几个大户组成，因

懂技术、 会管理，生产出的葡萄品质

好，一直走俏市场；而大多数小户，

所产葡萄品质差而卖不出去。于是，

有 83户农户一致决定成立葡萄专业合

作社，推荐方济生任会长。我们抓住

这个机会，利用丘陵山区农业资源开

发政策，投入 15万元给予扶持。合作

社成立后，实行供苗、施肥、用药、

品牌包装 、 价格 “五统一”，形成

了规模和质量优势。去年，开始投产

的近200亩葡萄园，每亩收入达 1.2万

元，比往年常规经济作物综合效益高

出 10倍以上，入社的农户都尝到了甜

头 。

三是规范。我们对中介组织，不

仅仅是培育和扶持，更主要的是帮助其

规范运作，增强其服务功能，使其真正

成为联结生产和市场，实行利益共享的

经济共同体，保持强盛的生命力。高邮

鸭蛋闻名遐尔，群众在养鸭集团的基

础上，自发成立了 “兴联鸭业合作

社”。我们结合科技实验区项目对该

合作社重点扶持，按照自愿组合、自

选项目、自筹资金、自负盈亏、 自

选领导的原则，确立了 “自愿、自

治、自主、自助”的办社方针，帮

助制定了办社章程，明确了入社社员

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了组织机构和财

务管理办法，规范了合作社的各项行

为准则。还帮助制定了 “六统两分一

扶持”运行模式，即统一供应优良鸭

种、统一饲料配方、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防疫治病、统一保险、统一收购

鸭蛋；分户饲养、 分户核算；此外，

对有困难的养鸭户给予一定的资金扶

持。由于成立合作社，司徒乡养鸭 7

万只，年加工鸭蛋 200 多万个，创产

值 1000多万元。养鸭业的兴起，带动

和促进了运输、 包装、市场等行业的

相应发展，项目区人均纯收入大幅度

增加。1999 年，司徒乡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3405 元，提前进入小康行列。
（作者单位：江苏省农业资源开

发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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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开发水平

史献志  赵秀敏

河南省自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以来，

坚持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

开发水平的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增加投

入力度，强化激励机制，紧紧围绕项目

区的建设标准、整体效益和农民增收做

文章，努力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率先

建成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区、农业

现代化的示范区。

一、建立管理体系，为科技推

广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涉及多学科、

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开发伊始，面对

农业综合开发这项新的事业，河南省

从建立组织入手， 坚持以科技为先

导，积极探索开发的路子。

一是层层建立专家咨询组织。

1988年就成立了由一位副省级领导为

组长，国家、省有关部门专家为成员

的高层次权威性的省农业综合开发专家

咨询组，各市（地）也成立了相应

组织，承担着全省农业综合开发总体

规划、中长期和年度项目计划的评估

论证等工作。多年来， 专家们发挥自

身特长，深入开发现场调查研究，对

各类项目计划从政策和技术上严格把

关，大大增强了开发项目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

二是省直农业科研院校和中央驻豫

有关科研单位均设立了农业开发专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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