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理顺思路，合理调整扶持重点。今后

的工作重点将放在：

1.抓乡镇“五有”农技站和综合服

务站建设，以完善乡镇农技服务站的服

务设施，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

2.支持农科教结合，鼓励农业科

研、教育、推广等部门相互沟通，开展竞

争，以加快农业科研成果的尽快转化，

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

3.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技推广人

员和农民素质。
（三）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管理

和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使有限的

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今后将进

一步完善《浙江省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管

理办法》，从抓管理着手，强化资金和项

目管理，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发挥最大效益，以推动浙江省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科技兴农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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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建设应注重

搞好五个结合

万善志

抓好财源建设，培植和壮大财源基

础，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的重要措施，也是缓解财政困难、实现

财政振兴的根本保证。从近些年抓财

源建设的实践来看，笔者觉得，推进财

源建设必须注重搞好五个结合。
第一，注重虚实结合。开展好一项

工作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财源建设

也是这样。前些年，当我国乡镇企业兴

起时，有些地方提出要办没有省界、没

有国界的企业，而把就地取材、就地加

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办厂方针当作

小农经济思想来批判。这就明显地背

离了正确的理论轨道。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地取材、就

地加工、就地销售，就能够缩短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怎么会是小农经济思想呢？一个地区

发展经济选择什么为突破口，一定要从

当地实际出发，切不可与客观现实相背

离。在确定新上项目时，也有一个理论

（虚）与实际（实）有机结合的问题。比

如，我们有的地方，在财源建设项目作

可行性研究时，“理论效益”特别好，建

成后一年给国家创造多少税利，几年可

收回投资等。一旦破土动工，情况就变

了。工期、投资额大大突破计划，迟迟

形不成生产能力，与当初的“可行性”数

据相差很大。不见财高，反见“包袱”，

这是在财源建设中应当引为鉴戒的。
第二，注重远近结合。财源建设必

须有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就一个地

区而言，某一 阶段经济发展搞多大规

模，若干年后以什么为后续产业等，都

要有个远景设想。但是，远景规划并不

是越远越好。必须同近期目标紧紧衔

接，不能舍近求远。地处洞庭湖区的湖

南省汉寿县，是全国有名的“甲鱼之

乡”。近几年财源建设成效显著，就是

得益于他们在财源建设中找准了长远

规划和近期目标的最佳结合点。过去，

该县以发展种植业为主，加上几家带

“农字头”的企业，效益较低，农民收入

增长不多，财政收入也上不去。实施新

的财税体制后，该县依托资源优势和科

技优势，把财源建设的近期目标和主攻

点放在甲鱼人工养殖上。国家、集体、

个人一齐上，甲鱼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产值连年翻番，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

长。年甲鱼产业产值突破 3亿元，实现

财税收入突破千万元，成为财源支柱。
第三，注重大小结合。泰山不让土

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

其深。财源建设也要从小规模、小项

目、小效益抓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

抓，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抓，一个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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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税种地抓，积小胜为大胜。由小到

大，大小结合。这几年，常德市财政局在

全市财政系统广泛开展了办财源建设联

系点的活动，把财源建设落实在项目上、

产业上、企业上，力求取得以点带面的效

果。要求每个区、县（市）财政局办 3 个

以上财源建设联系点（包括农业产业化

项目），每个点年入库税收 100 万元以

上，年增长 20% 以上。对全市财源建设

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今年，他们准备

在全市开展财源建设“三个一”活动，即

市县两级分别培植一个新的税源增长点

（有增收潜力的税种），扶持一个农业产

业化项目，支持一个支柱企业，使财源建

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四，注重内外结合。抓好现有企

业是财源建设的基础，处理好企业内部

和外部的各种经济关系是巩固企业自

身、壮大企业财源的关键。综合一些企

业的成功经验，主要是抓住两条：一条是

外寻支持。包括技术协作、技术引划、专

家指导、联营联销等；另一条是内挖潜

力。包括挖掘人力、设备、资金等生产要

素上的潜力。两者结合得好就出速度、

出效益。反之，企业就踏步不前，甚至滑

坡倒退。外部条件对企业固然重要，但

当前情况下，坚持两眼向内，加强企业的

内部管理则是现实的选择。据有关部门

抽样调查，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能源及

原材料消耗等几项直接关系企业财务成

果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还没有达到本

企业历史最好水平。更不用说同行业先

进水平了。这就是企业的内在潜力，应

当是企业财源建设的着力所在。
第五，注重取予结合。财源建设的

直接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积

累。而财政收入的增长有赖于财源培

植。通常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靠“取”，

培植财源靠“予”。取予适度就出财富。
对于象我们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

区，更应挤出资金投入财源建设，根据国

家产业政策和本地资源优势，上一些投

资少、见效快的产业，以改变落后面貌，

同时为国家提供财源保证。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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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

——湖南省财政支持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见成效

樊建军  胡贺波

湖南省是“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实施的二片地区之一，全省 35 个贫

困县（市）（含国家级 13 个）中有 23个是“工程”项目县。自 1995 年 5月正式签约

以来，省、地、县三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资金，

强化管理，有力地推动了“工程”健康顺利实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截至到

1996年底，全省工程项目建设投入资金 16 106.4 万元，占工程资金总投入的 49.

4% ；启动土建项目 1 915 个，占规划数的 79.7% ，其中新建、改扩建校舍 638 个，

占规划数的 71.7% 。“工程”的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加

快了全省的“普九”进程。

一、保证资金足额、及时到位

资金配套是项目实施的关键，同时也是项目实施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

作。湖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将资金配套的任务层层分解，并采取切实措施狠抓落

实，较好地保证了“工程”资金的顺利到位。截至到 1996 年底，全省各级财政共

落实配套资金 7 201.3 万元，达到了规定的要求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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