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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 农 结硕 果

楚国良

湖南省湘潭市几年来通过科技兴

农硕果累累，有目共睹。据统计，1996

年全市 18 个科技兴农项目，实现新增

农业产值 1 .64亿元，完成技术培训

10.07万人次；1997 年实现新增农业产

值 2.48亿元，完成技术培训 10.2 万人

次。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其经验

值得借鉴。

一、科技兴农的主要做法

第一，把促进农业产业化作为科技

兴农的着力点。湘潭市科技兴农工作

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引进消化、吸收、推

广先进成熟的农业科技成果，发挥湘潭

智力和资源优势，培育和扶持农业产业

化经营，推进农业向商业化、专业化和

集约化转变。在项目安排上，坚持对有

望形成产业化的项目予以 重点倾斜，国

家、省、市计划纵向配套，科技兴农计

划、星火计划，攻关计划横向联动。经

过多年引导扶持，湘潭市瘦肉型猪集约

化、规模化饲养及加工，两系杂交稻、优

质稻引进、示范与加工，湘莲种植与产

品加工，国外松抚育、采脂及加工，楠竹

资源开发与竹制品加工等项目已基本

形成农业产业化的雏形，构成了“市场

—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推动

了全市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如雨湖区

先锋企业集团是集科、工、贸、农、商为

一体的乡镇企业集团，近几年来，他们

在原来只能养几百头猪的基础上，大胆

推出年产 4万头猪、3 万吨饲料、2 万吨

有机复合肥、1 万只食用犬工程。1997

年又新上一个新型的肉食制品深加工

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2 000 吨，形成了养

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呈现出产销两旺

的好势头。
第二，把抓好优良品种的示范和推

广作为科技兴农的重头戏。优质是高

产高效的基础，良种又是优质的基础。
几年来，湘潭市一直坚持把引进、培育、

推广优良品种（种子、种苗、种畜、种

禽），建立优质种苗基地作为科技兴农

的重要任务，并取得初步成效。在发展

优质稻方面，培育了一批米质优、产量

高的新组合，如两系杂交早稻香两优

68、常规早稻浙 9248 等，较好地解决了

早稻优质与高产的矛盾。“航育一号”

是国家 863计划水稻科研课题，通过将

种子送入太空，在失重的太空环境中，

使种子 基因发 生诱变 产生 新品 种。
1998年，在湖南省科协的支持下，湘潭

县原种场首次试种 86 亩。根据对试种

测产，亩产达到 407 公斤，比同类品质

水稻多 100 公斤，同时还具有茎杆粗

壮，高抗稻瘟病、纹枯病、线条病等优

点。据检测，该品种米质达到部颁二级

优质米标准，是食用和加工食品优质原

料。在发展良种牲猪方面，从 1997 年起

加大了牲猪品种改良力度，全市良种牲

猪繁育体系开始建立，品改速度进一步

加快。湘潭市计划到 2002 年实现年出

栏生猪 500万头，生猪及相关产业产值

达到 80 亿元，以 生猪为主的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 60%。优良品种的示

范和推广，为提高农产品档次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为今后全市农业向持续高效

方向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三，把样板示范与技术培训相结

合作为科技兴农的主措施。几年来，湘

潭市坚持样板示范和普及培训相结合，

有效地推动了科技兴农各项工作的开

展。如两系杂交稻示范基地泉塘子，是

多年来立项支持的重点，在样板示范和

技术培训上发挥了带头作用。1995 年

泉塘子农技站种植两系杂交晚稻 3 028

亩，亩平产量 646.6公斤，在当时全省两

系杂交稻种植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产生

了很大影响。农业部门及时抓住这一

有利机会，大力推广两系杂交稻，1996

年全市种植 10 .2万亩 ，1997年种植

22.62万亩，1998 年种植 47 万亩，占全

省两系杂交稻面积的 21% 。三年平均

亩产 557 公斤，比三系杂交稻亩增 53.4

公斤，创出了湖南的“四项纪录”—时间

最长，前后 9 年；面积最大，早晚稻分别

占全市水稻总面积的 27% 和 82.9%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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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产量最高，丰产片平均亩产

645.6 公斤，为全省之最；辐射影响最

大，该示范片已累计接待国内外农业专

家、学者等 1.8 万人次。又如网箱养鱼

示范点长城乡梨头村在市水产部门指

导下，1997年全村在涟水河发展网箱 22

口，单产均超过 1 吨，并创造了单个网

箱产鱼 2 100公斤的全省最高纪录，有

力地推动了全市网箱养鱼水平的提高。

二、当前科技兴农工作亟待解决的

几个问题

第一，认识问题。进行一次新的农

业科技革命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和选择，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农业

发展靠什么？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

靠科技。要真正把科学技术放在第一

生产力的位置，加大领导力度，确保政

策措施到位。
第二，建立健全适应农业产业化的

科技体系。首先是充分利用好现有的

科技人员，从多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大力培训专业

技术人才，结合“绿色证书工程”全面系

统地向农民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培训一

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民

科技骨干队伍。其次是要进一步建立

健全推广体系，完善科技服务网络。
第三，搞好结合，把科技工作落实

到农业产业化各个环节之中。根据农

村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可选择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大，在国内市场有竞争

力的新成果、新技术创办经济实体，使

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

类公司既经营物资，又进行技术指导，

农民信得过，愿意买，使一些新技术、新

成果在农业生产中很快发挥了作用。
第四，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全面推

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全面运用，

是以先进技术为依托，推进农业产业化

升级的过程。所以，要找准实施农业产

业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不断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促进

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农业产业化就

其内涵而言，主要由主导产业、龙头企

业、商品基地三个要素构成。在这三个

要素中，建立龙头企业是发展农业产业

化的关键，而龙头企业是以 现代化管

理、现代化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所以，

依靠科技进步建设高科技龙头企业是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功之路。
（作者单位：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支持综合效益好的单位进一步上档次、

上水平，提高资金使用的整体、规模效

益。通过限劣，淘汰一部分规模小、效

益差的事业项目。这样既可以避免吃

“大锅饭”的现象，又能更好地体现出重

点事业重点保证的要求。
（6）改革支出预算的分配模式，提

高支出效益。鉴于目前支出预算分配

方式的缺陷，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按性

质与按单位分配相统一。二者是相辅

相成的。一方面，按单位分配必须以按

性质分配为依据，各单位所需经费离开

职能需要是无从计量和确定的，并且离

开按性质分配，也无法有效地观察控制

各项职能需要的满足状况；另一方面，

按性质分配不能离开单位悬空实施，支

出预算只有最终落实到各个预算单位

才能实现其分配，并且各项支出最终也

要通过各个单位消费来实现。因此只

有做到按性质与按单位分配的同一，才

是最科学的分配方式。这种办法同西

方国家普遍实施的“部门预算法”基本

一致。当前，应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理

顺财政部门的内部分工体制，理顺各政

府部门的职能分工，实现财政支出预算

分配管理主体一元化，才能强化支出预

算管理。
在改革支出分配模式的同时，还要

强化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监督管理机

制，实现支出管理模式的更新。目前在

科教文卫支出管理方式上基本仍属粗

放型。通常是由财政部门每年编制支

出预算，预算确定之前，各有关单位争

经费、争项目。预算确定后，财政部门

按预算向科教文卫单位拨款，由各单位

自行安排使用。由于缺乏财政强有力

的控制与监督，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

中，存在着乱支、挪用、浪费等不良现

象，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因此当前

亟需建立健全一套科学有效的财政资

金监督管理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几

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支出控制中心体系，跟踪

分析支出效益，监督事业经费使用及控

制人头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的比例，对

重大事业项目建设，实行招标管理方

式。
二是加强预算管理，规范编审程

序。财政预算一经同级人大批准后，即

具有法律效力，除政策性因素需要调整

外，一律按预算执行。

三是加强和完善专项资金跟踪检

查制度。财政部门要对专项资金的申

报、项目考核论证、经费拨款、项目验收

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管理和监督，而且支

出管理要向“政策与拨款相分离”、“拨

款与监督相分离”的管理模式转换，这

是强化支出管理的体制保证。
四是建立支出效益评估系统。通

过定量定性的指标分析方法，对财政支

出所应获得的效益进行事前预计，经过

修正，作为编制和确定预算支出的重要

依据，在事后再加以合理分析与比较，

作为检查、考核预算执行情况的基本指

标。同时创造条件，通过运用“最低费

用选择法”、“公共劳务收费法”和“成本

——效益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健

全财政支出使用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对

科教文卫支出进行公正的监督与综合

考核，并与下一年度预算挂起钩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对不同部门、不同

项目实行不同的考核办法基础上，实行

效益评估考核结果的奖罚措施与组织

机制。
（作者单位：天津市财政科学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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