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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 农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

——
财政积极支持农业科技

推广示范园区建设

本刊记者  ★王旭★  本刊特约通讯员  ★符金陵★
从 1998年开始到现在，财政部已在

全国 28个省（市、区）批准建立了 31 个

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农业科技推广示

范园区”（简称“示范园区”）。这是财政

作为政府支农的职能部门，为实施科教

兴农战略，迅速将财政支农的重点和目

标转移到推广农业科技上来的一个重

要举措。
近几年来，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

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虽然有了很大提

高，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特别是在高效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配套综合运用农业科技、发挥科技的规

模经济效益、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

的要求。从 1997 年财政部在全国选择

了 100 个县开展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示

范试点工作的实际情况看，仅仅支持建

立科技示范试点县是有局限性的。一

是试点县示范的技术项目少而且比较

分散，形不成先进技术的综合推广应

用，做不到多种技术组装配套，加之试

点地域不集中，难以从整体上提高试点

地区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示范作用难

以充分发挥。二是受资金投入等因素

的制约，百县试点不仅涉及面广，而且

数量多，中央财政如果将 1998年新增的

资金继续平均分配，每个试点县得到的

投入资金只有 100 万元，加上省级财政

的配套资金也只有 200 万元，仍然不能

满足综合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的资

金需要。所以，选择建立示范园区不仅

是提高示范效果的需要，也是集中资金

投入，发挥规模效益的需要。财政支持

示范园区建设，目的就是通过园区产生

辐射效应，推动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

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

财政用于农技推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

高财政支农工作的水平，强化科技兴农

这一战略重点作用。
财政部为了使“农业科技推广示范

园区”更加规范，对示范园区的涵义、特

点、要求和管理方式做了科学的界定和

明确的解释。
财政支持建立的示范园区，是一个

能够综合配套应用农业科技成果，生产

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注重生态农业和

立体农业发展，能够增强农业发展后

劲，对其他地区能够起到示范和引导作

用的特定区域。其特点，一是在农业生

产中综合配套应用多种农业科研成果

和先进技术，农业科技含量高；二是建

立起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制度，明显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提高农业生产能

力，增加农民收入。
财政部要求示范园区尽可能以农

业科研院校和农业科研部门为依托开

展各项工作。一是在示范园区内，农业

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得到了综合应用，

农业生产科技含量高，科技贡献率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二是示范园区的建设要

与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的模式结合

起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

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出效益、

出影响、出经验；四是具有示范作用和

指导意义，能够在一定区域内推广，较

快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示范园区的资金投入方式上，财

政部要求一是坚持“地方自筹为主，中

央补助为辅”，农民投入为主，财政投入

为辅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广泛筹措；

二是有一定的规模，每个园区投资总规

模不能少于 1 000 万元，中央财政一次

性补助 250 万元，省级财政按不低于 1

比 1的比例落实配套资金。三是开辟

新的投资渠道。财政部门除了协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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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算内支农资金外，还要引导企业、

集体和农民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推广

示范园区建设的投入。四是在示范园

区的资金管理上，要求单独记账，专人

管理，专款专用，严禁用来平衡预算或

挪用。
示范园区在各地财政部门、农业科

技部门及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大力

支持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成为现代

农业文明的窗口。
——选定园址和项目各具特色。

各科技示范园区在选定园址和项目时，

都十分注重在发挥本地特色优势上下

工夫，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福建省武

夷山园区充分利用武夷山作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把农业与旅游结合，不

但给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

保证，又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现代血

液。四川省把园址选定在成都市的龙

泉驿区，这里紧邻成都市，背靠重庆市，

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农民经济基础雄

厚，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湖南省则

把园区设在湖南农科院，以农科院的科

研、生产基地为基础，将周边院校、乡村

作为辐射区，把现场示范与现场培训相

结合，推进新农业技术革命。

在项目选择方面，各项目园区十分

注意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科技含量高、

有龙头带动作用，能迅速推广、能给当

地经济和农民带来可观效益的项目。
如河南省博爱县科技示范园区推广的

技术有：工厂化育苗、遮阳网覆盖、防虫

覆盖、日常温室种养一体化、温室菇菜

一体化、温室果树栽培、电子节水灌溉、

温室增施二氧化碳气肥、高效立体模式

化栽培等多种示范推广技术，主要生产

各类反季节蔬菜、食用菌、花卉、果品、

生猪、粮食产品等；福建省武夷山园区

利用国有茶场土地、资金、人才等优势

条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吸引大

批中外商家到园区进行果树、优质稻、

高产竹笋、优质茶、良种鸽、梅花鹿、鳄

鱼饲养观光等项目的投资。
——园区管理引入市场机制。安

徽省成立了园区项目建设法人单位

——安徽绿雨（集团）公司，实行董事会

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企业化运作

管理方式，实施项目的规划、建设、管

理、经营，对园区的项目投资和资产经

营进行管理。并对成立的下属公司绿

雨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绿雨水产畜禽有

限公司、良种繁育有限公司提供资金运

作、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开拓服

务。河南省在园区成立了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博爱县新宇实业公司，实行

“公司 + 基地”“基地 + 农户”的经营管

理模式，采取土地反租倒包的办法，先

由园区各行政村反租农民的土地，交付

新宇公司，然后由公司统一规划建设。
新宇公司与农户以合同或契约的形式，

将温室承包或拍卖给农户经营，并明确

各自的责、权、利。如新宇公司负责基

建，向农户提供质优价廉的种子、种苗、

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同时，向农户免

费提供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信息；农

户按照园区的统一规划生产种植，及时

交纳承包费、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福

建武夷山园区和湖南马坡岭园区则是

依托国有单位进行管理和运营。武夷

山园区以国有武夷山茶场为建设承担

主体，利用现有的土地、人才、技术、资

金优势，对土地连片开发和组织大规模

的农业生产。在运营机制上，采取合

作、租赁、独资、股份等灵活多样的经营

方式；在项目建设上，坚持以招商引资

为主，充分调动业主的积极性。

——园区建设示范效应明显。按

财政部要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

期限为 2 年。第一 批经财政部批准建

设的园区经过一年左右高起点、高质

量、高标准的建设，部分农业生产形成

了良性循环，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增

加收入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如安徽省蚌埠园区内，设施农业园区保

护地蔬菜运用高产、低耗、高效栽培技

术，以高产值的瓜类、茄果类作物为龙

头，并引进各种名、特、优、新蔬菜品种，

生产了稀有、高附加值，达到洁净无污

染的标准的反季节蔬菜，以“绿雨”为注

册商标在省会合肥、上海、南京等大城

市销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带动了

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另外，他们利用节

水灌溉设施进行施肥、喷药、降温、防

霜，拓展了节水灌溉技术的范围，加强

了水利科技在农业减灾中的作用。河

南博爱园区到目前科技成果推广率

达 80% ，科技贡献率达 57.5% ，分别比

实施前提高了 10 个和 1.5 个百分点。
与项目实施前相比，产值增加了 320 万

元，农民增收 251 万元，财政增收 19万

元。到园区建成并推广新技术后，年产

值可由原来的 1 500 万元提高到 4554

万元，年效益可由原来的 900万元提高

到 2 366万元，其中财政年收入增加 107

万元，农民获纯收入 1 63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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