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对预算外资金收费行为的日常监

督和检查，没收违规执法证件 20

个，并与三查办配合，追缴违纪资金

50多万元，查出未上交专户资金

450 多万元，堵塞了财经管理漏洞。
把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通过综合

预算纳入预算管理，对政府调剂资

金，按上级文件精神并入预算，在清

理和取消 83 个单位预算外资金收

入帐户的同时，边抓专户储存，边征

收调剂资金，对私设小金库，不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单位，采取停拨预

算经费，停借周转金，停办控购手

续，停办基建审批的“四停”措施。
对土地有偿使用金委托土管、房产

部门代收，按月入库。对罚没收入、

排污费收入，积极与执法和环保部

门协调配合，进行经常性检查，加大

对截留、坐支收入的查处力度。
其次，在实施综合财政预算过

程中，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综

合平衡”的原则编制综合财政预算，

将预算内外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调

度，统一核算，统一预决算。严把拨

款关，采取了预算外资金收入进度

与资金拨付相结合，预算内外拨款

相结合的办法，对预算外收入进度

达不到计划要求的单位，调减预算

外资金拨款比例，对不执行综合财

政预算，预算内减收、预算外随意超

支的单位，暂停资金拨付。综合预

算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预算内支出

的压力，全年纳入专户资金 3 800

万元，抵顶预算内支出 900多万元，

其中：130 万元用于县城道路建设，

100万元用于解决县直困难职工和

城区特困居民生活。投放间歇资金

1 000 万元，扶持经济建设项目 30

个，为促进县域经济新一轮的大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谷城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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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多元化
  改造万亩田

——江苏省泰兴市长生乡贷款
  改造中低产田的有益探索

王仁林

长期以来，农业投入问题一直是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农村基层干群共同

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受政府财力和农民

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面广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是一个

不易解决的难题。江苏泰兴市长生乡实行农民出工，银行贷款，财政贴息，以

增产粮食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渠道投入改造

中低产田的新路子，为建立多元化农业投入新机制做了有益的探索。
长生乡地处泰兴市东部边缘，全乡 3.53 万人，耕地面积 3.5 万亩。由于

历史和基础条件等原因，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1995 年农民人均收入仅 1 150 元，还不到泰兴市人均收入的一半，是黄桥革命

老区最贫困的乡镇之一。为了尽快改变现状，长生乡的党政一班人经过总结

历史以来乡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复算帐对比，一致认为：长生乡发展

二、三产业由于基础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时还难以见效，而挖掘现有农

业生产潜力，通过增产实现增收才是该乡发展经济、致富农民的现实选择。长

生地处高沙土地区，全乡有一万多亩旱地，历史上一直生长旱杂粮，产量低而

不稳，通过实施旱改水，增产潜力大，可以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此，乡

党委和政府把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放在实施万亩中低产田的改造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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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能否得到顺利实施，最关键的

问题是资金问题。长生乡万亩改造工

程土方和建筑物工程量很大，硬件工程

需投入资金 558 万元。如此巨大的投

入对于一个老区贫困乡来说简直是一

个天文数字。长生乡一年乡级财政收

入尚不足 60 万元，仅是一个“吃饭财

政”，显然无力承担，靠上级解决也是不

现实的。如果完全由农民解决，不仅经

济上承受不起，而且也不符合国家减轻

农民负担的政策。面对资金难以筹集

的困难，泰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多方

筹资，重点扶持长生这项利国利民造福

后代的低改工程。他们的做法是：用活

积累工、农民挑土方，贷款搞配套，政府

作担保，财政贴利息，效益还贷款，群众

不拿钱，负担不增加。在实践中形成了

一个多元化投入的新机制。
1 .农民投工，以资代劳，解决工程

土方问题。
首先，以劳为主，立足投工。他们

利用劳动积累工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

政策，将万亩低产田改造工程视为跨年

度工程，通过召开人代会形成决议，将

1996、1997 两个年度的劳动积累工合并

使用，较好地解决了用工投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问题。其次，以资代劳、以

资平工。一方面，运用经济手段，吸引

外地多余劳力参加施工，加快了工程进

度。另一方面，一些在外赚钱，确无劳

力出工的，实行以资代劳，解决了部分

远距送土机械施工的费用问题，加快了

工程进度。再次，组织机关干部参加义

务劳动。长生乡人代会就万亩低产田

改造工程召开了专题会议，并形成了决

议，明确凡村际交界处的河、渠、路土

方、绿化工程一律由乡政府负担。全乡

2 300 多名党员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

每人不少于 10 个义务劳动日。
2.政府贷款、财政贴息，解决建筑

物配套工程问题。
泰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亲

自过问，帮助协调，以市财政贴息的方

法帮助长生乡向市农业银行、市农村信

用合作社各贷款 250 万元，解决了道路

骨架工程和水利排灌配套设施建设的

所需资金。具体操作上由市农业发展

基金办公室向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联

社分别办理贷款手续，市财政负责担

保，再由乡政府向市农发办办理借款手

续，乡财政负责担保和监督使用。乡政

府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用款谁还

贷，”的原则，将还款任务落实到村、组、

户，并签订以粮还贷，分期还款合同。
贴息资金由市财政预算内安排解决，由

财政与银行信用社直接结算。
3.增粮还贷、分期偿还，解决好农

民承受力的问题。
长生乡搞万亩低产田改造贷款 500

万元，要一次性偿还农民确实承受不

了。泰兴市委、市政府和长生乡党委、

政府采取从受益年起，每年还 100万元

贷款的办法，缓冲这一矛盾。农民只需

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基础上，再缴部

分增产的余粮用于还贷，即按新增水稻

面积每亩缴稻谷 50 公斤，用于还贷。
长生乡改造的万亩低产田，大部分是旱

不能灌，涝不能排的旱谷地，其生产成

本高、产量低，灾害之年收成无保障。
现在经过改造，推行稻麦两熟，每年可

增加净收入近 500 万元，一年多时间可

收回直接投资。据 1997 年实绩，工程

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效益：

一是旱改水增产效益。1991—1995

年项目区年均亩单产只有 484.6公斤。
改造后，由于实施了旱改水，秋熟水稻

实收单产达到 624公斤，比原旱谷单产

235.8公斤，增产 388.2 公斤/亩，实现

了产量翻番。全区改造新增的 8 000 亩

水稻，累计增产粮食 300 万公斤，按国

家保护价 1.4 元/公斤计算，增加收入

420万元，扣除农本因素（水稻成本比旱

谷成本高 76 元/亩），仅此一项净增效

益 359.2万元。
二是增加可耕地效益。通过万亩

中低产田改造，新增耕地 340 亩，其中

搬迁废土堆复垦土地 53 亩，填塞废沟

塘增加耕地 287 亩。按稻麦两熟年平

均单产 730 公斤/亩计算，可增加粮食

24.8万公斤，增加收入 34.7 万元，扣除

农本可得净收入 22.2万元。
三是新开挖鱼塘收益。在改造低

产田过程中，对难以填塞的废沟塘按照

规划要求进行了改造利用，共计修建和

开挖 9 个精养鱼塘。经过常规养殖，年

产成鱼可达 400 公斤/亩。按 8 元/公

斤计算，可创产值 3 200 元/亩，扣除成

本 870元，每亩净收益 2 330 元，9 个鱼

塘计 100亩，年产值可达 32 万元，净收

益 23.3万元。
四是示范区节本效益。在 5 000 亩

示范区内建成 3 000 亩衬砌渠道。据测

算 ，衬砌 渠 比 普 通 土 渠 节 水 节电

41.7% ，节工45% ，节地33% 。按95年该

乡平均水电费 50元/亩、放水员工资 15

元/亩计算，因节水、节电可收益 6.3 万

元，因节工可收益 2 万元。普通土渠按

每亩占地 0.068 亩计算，改建衬渠后，

每亩可节地 0.022亩，3 000亩衬渠可节

地 66 亩，按年单产 730 公斤/亩、粮价

1.4 元/公斤计算，可增收 6.72 万元。

扣除农本 1.6 万元，净收益 5.12 万元。
这样，3 000 亩衬渠的节本效益为 13.42

万元。
综合以上四项计算，该乡实施万亩

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后，每年可净增收益

409.82万元。此外，该工程由于实行综

合治理，路、沟、渠统一规划，桥、涵、闸、

站全面配套，不仅改善了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和交通状况，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

失，增强了抗灾能力，而且改善了村容

村貌及农业生态环境。事实证明，长生

乡的改造万亩低产田工程，是彻底改变

农村面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使广大

农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正确道路。
（作者单位：江苏泰兴市长生乡财

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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