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建立专业市场，搞活水产品流

通

恒济乡按照“建一处市场，兴一项

产业，活一乡经济，富一方群众”的思

路，大力兴办水产品专业市场，以市场

建设搞活商品流通，以商业流通促进经

济发展；一是兴办乡内专业市场，1996

年投资近百万元，兴建了水产品、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1998 年又兴建了荷藕

专业批发码头，水陆交通便利，陆上直

通大运河，水上与扬州、兴化、淮安连成

一体，年经营荷藕 3 000 万斤，经营蟹鱼

近千万斤，成为建湖县西南片重要的水

产品集散地。二是扩建驻外窗口市场，

先后在 10 多个大中型城市设立销售网

点，并在苏、锡、沪建立了水产品批发市

场，年销售成鱼 600 万斤。三是因势利

导，组织培训经纪人，扩充流动贩销队

伍，一支农民贩运大军足迹遍布华东六

省一市，促进了该乡水产品的销售。四

是率先在全县成立了“建湖县恒济乡水

产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进行技术指

导，在资金上进行组织协调，在销售上

进行横向联合，并定期组织活动、观摩，

恒济乡水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四、围绕生产环节，健全服务功能

为加快产业化进程，促进水产业的

发展，恒济乡围绕各个生产环节，不断

强化政策、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全程系

列服务，积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开拓

市场，投身到产业化的大潮中来。一是

制定优惠政策。全乡几年来多方面筹

集协调资金 2 300 多万元，投入到荡滩

开发、饲料、种鱼、药物和增氧运输卡车

的购置上，促进了生产的迅猛发展。乡

政府还设立了“水产能人”等专项奖，年

终为水上专业大户披红戴花，激发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发展水产业的热

潮。二是强化科技服务。乡政府聘请

了南京农大、长江水产研究所的高级工

程师，担任水产技术顾问，通过举办培

训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等形式，提高

全乡养殖的整体水平，并与南京长江研

究所联合开发大眼幼体蟹苗的繁殖，

大大地降低了养殖户的生产成本。同

时还探索出一条由平面开发向立体开

发的新路子，“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生

态种养模式，成功地掌握了大水面上

的长养混养和套养的技术。三是开展

信息服务，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全乡

建立了信息网络，综合驻各地销售窗

口反馈的科技信息，政策信息，供求信

息，价格信息，由乡水产生产合作社信

息发布中心综合整理后及时发布到每

个村组，每个塘口，每个养殖户，使各

个专业大户及时了解市场，调整发展

思路，促进水产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恒济乡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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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培育特色财源

  促进财政收入增长

刘胜军

近几年，河北省正定县财政工作

立足于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全方位培

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经济的良

性循环，全县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

长。1995 年跨入“亿元县”行列，1997

年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县”，1998

年突破两亿元大关。

一、大力培育特色市场，促进地方

财政经济快速发展

正定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人流物流多，建设市场有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们把建设市场作为振兴经济、

建设经济强县的重要举措，充分利用

本地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资源优

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兴建和培育

发展市场。1993 年以来，县财政共投

入市场建设资金达 1 650 万元，吸引

社会资金 5 400 万元，支持了板材加

工业、绣花印染业、农副产品交易为主

体的特色市场建设。
一是依托产业优势，创建板材龙

头市场。进入 90 年代，全县出现了许

多家具专业村、工业小区和龙头骨干

企业，与家具业并驾齐驱的经营板材

的门市、摊点达 150 多家，但是存在

着经营散、乱、不便于管理的问题。对

此，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决定将板

材经营户统一集中到恒山市场，这样

既为板材业提供了流通场地，又促进

了板材家具制造向产业化发展。财政

部门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

署，围绕恒山市场建设，先后投资 800

万元开通和拓宽了恒山路，修建了恒

山路立交桥，硬化了油漆一条街和恒

山南市场的主要街道，铺设了自来水

管道，架设了低压线路，支持开通了城

内 5 000门和 10 000 门程控电话。为

恒山市场更快更好更大地发展创造了

有利的投资环境，并为全县带来了充

裕的财源。1998 年，恒山市场全年缴

纳各种税金 400 多万元，工商管理费

74万元，成为正定的龙头市场。
二是依托资源优势，培育禽蛋市

场。正定县是产粮大县，我们依托粮

食丰裕的优势，大力鼓励支持发展养

殖业，全县蛋鸡存栏最高达 2 200 万

只，日产鲜蛋 100 多吨。对此，我们积

极培育发展禽蛋批发市场，建成了占

地 50亩、禽蛋购销门店60多家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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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城禽蛋批发市场。该市场年交易量

2.4 万吨，年交易额 1.44亿元。1997 年

县投资 1 122 万元进行扩建，使鲜蛋年

交易量和交易额增加一倍左右。
三是依托区位优势，发展蔬菜市

场。正定县位于河北省会北大门，交通

便利，占地 30 亩的西关村蔬菜批发市

场坐落在县城西部 107国道两侧，是省

城北部进市送菜的必经之路。目前该

市场已成为辐射全国十几个省、市蔬菜

集散地，年成交量 2万吨，成交额 1.2亿

元，上缴各种税费 20万元。

二、充分发挥旅游带动作用，培育

新型财源

几年来，正定县依托大佛寺等旅游

“王牌”，不断挖掘文化内涵，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

财政资金支持、社会集资、银行贷款等

多种形式，共投资 3 000多万元，修缮开

发传统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兴建了荣

国府、西游记宫、封神宫、赵云庙、探险

乐园等众多景点，丰富了旅游内容。在

发展旅游业初期，我们制定了多项优惠

政策。一是对新上景点免征所得税两

年，免征旧城改造费、市政配套费等项

收费，免征部分全部用于还贷，剩余部

分留作为生产发展基金。1988 年至

1992年，共为各景点减免各种税费 200

万元；二是实行“先分后税”政策，保证

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实行加速折旧政

策，凡新建景点内景折旧年限为三年；

四是“三通”优先政策，对旅游区和新上

景点在通水、通电、通路上给予优先照

顾。通过各方面大力扶持，正定的旅游

业蓬勃发展。近几年，财政投资 70 万

元修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定文庙，已正式对外开放，投资 190

万元整修后的封神宫、探险乐园以崭新

的面貌喜迎游客。在支持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隆兴寺重修主体建筑大

悲阁工程中，财政部门积极为项目争取

财政资金 1 870万元，使总投资 3 280万

元的重点项目得以顺利进行。旅游对

经济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旅游搭台、

经济唱戏的格局已经形成，促进了旅游

服务和商贸流通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1998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90万人次，旅

游直接收入实现 1 656 万元，实现利税

40万元。目前，全县旅游区内大型饭店

10家，各类餐饮、服务、小商品经营摊点

670多户，就业人数 3 000余人。

三、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

1996年以来，正定县财政共投入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 2 785 万元，建设了蔬

菜栽培区、果菜种植区和粮牧综合发展

区三大专业特色农业经济区，粮食、油

料、蔬菜、禽蛋、乳制品、板材六大产业

链，支持了全顺利食品公司，食品保鲜

速冻厂等 15 家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

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

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

化格局。在资金的筹集管理上，我们坚

持财政资金、银行贷款以及乡、村群众

自筹资金由县财政集中、统一管理，打

捆使用。在项目立项论证过程中，财政

部门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参与项目可

行性论证。项目实施后，先以群众自筹

资金启动项目建设，待上级资金到位

后，迅速展开施工。在资金的使用上，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并做到专款专

用。为使各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实行

了货币资金和以物代资两种形式。货

币资金实行垫付报帐制，由项目区先用

乡、村自筹资金垫付，单项工程由验收

组验收合格后再报帐，由县财政拨付资

金；实物部分由县农开办、财政局根据

项目乡、村自筹资金到位情况，统一组

织送货，乡、村负责施工，县财政与供货

厂家结算，在财务管理上实行“账簿统

一、科目统一、核算统一、报表统一”的

“四统一”制度。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近几年我县组织实施的黄淮海综合开

发、绿色蔬菜种植、节水灌溉等项目均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项目建设均顺利通

过了省、市验收。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

程中，我们还十分注重支持龙头企业发

展。1997 年以来，我们投资 300 万元，

为绿色蔬菜深加工企业食品保鲜速冻

厂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帮助其扩

建无菌车间 660 平方米，购进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生产检测设备。该企业先

后开发了脱水菜、颗粒菜、汁液菜、粉末

菜等 11 种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

加拿大、美国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地。通

过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了附加值。1998

年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 100万元，实

现利税 300 万元。1998 年，全县农业在

保持总产稳定增长的同时，农业内部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农业经济效益大大

提高，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同时，增强了

农业对财政的回报能力。1998 年，六大

产业链实现销售额 28.6亿元，全县完

成农业四税 1 068 万元。据统计，农业

直接和间接对财政的回报达到了全县

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四、加强资源开发管理，丰富地方

财源

建筑用砂是正定县唯一的矿产资

源，素以品位高、质量好、无杂质、硬度

强畅销全国 30 多个省、市。针对前几

年砂矿开采、营销缺乏统一管理，国家

收入流失严重的状况，1996 年，我们制

定出台了正定县砂矿资源管理办法，对

砂矿资源实施“政策统一、管理统一、价

格统一、票据统一、收费统一”的“五统

一”管理，依法征收资源税，统一提取道

路建养费、砂矿管理费，按照收入分配

的原则，对砂矿收益按比例进行分配，

县级 25% 、乡级 18.75% 、村级 56.25% ，

实现了堵漏增收，开辟了新的财源，增

强了财政的调控能力。1996 年以来，累

计销砂 527 万方，销售收入 5 800 万元，

提供财政收入 3 310 万元。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正定县财政

收入快速增长。1998 年，全县财政收入

完成2.05亿元，比1995年增长103.6% ，

年均递增 27.6% ，其中，地方收入完成

14 616万元，年均递增 33.37% ，地方收

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71% ，比

1995年增 10 个百分点。
（作者单位：河北正定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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