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技术改造。先后改造生产项目 11

项，开发新产品 5 项，有 4 项达产见效，

新增产值 5 400多万元，新增利税 780 万

元。
（三）规范企业的财务活动。一是帮

助企业建立了新的财务核算制度，加强

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和资金管理，使企业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运作，防止出现“穿

新鞋走老路”的问题。二是改革企业内

部分配。帮助企业制定了新的分配办

法，实行了计件工资、岗位工资、浮动工

资、提成工资等多种工资分配形式，使分

配向苦、脏、累、险和生产一线工人倾斜，

调动了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三是解

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放开后，企业

仍按原渠道向财政部门报送财务决算报

表，财政按月对企业的财务执行情况进

行分析，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分析信息。
深入企业进行检查，及时纠正检查中存

在的违纪问题，对一些企业帐外设帐、虚

盈实亏等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了纠正处理。四是加强了会计

基础工作。举办了放开企业财务人员培

训班，对会计人员颁发会计证，实行持证

上岗，提高了企业财会队伍素质。
宾县实行放开搞活企业的改革后，

企业产权关系发生 了变化，真正实现了

责权利相统一，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职工

的积极性，职工人人关心企业，人人为企

业出力献策；企业普遍建立了新的管理

制度，实现从严治企，严格管理，使增收

节支、增产节约真正地落实到每个企业、

每个班组和每个生产环节，跑、冒、滴、漏

损失浪费现象基本杜绝，管理费用大为

降低，放开当年，企业管理费用比上年减

少 8% ；由于企业增添了活力，经济效益

大幅度增长，当年就有 5 家企业扭转了

亏损，1996 年工业实现利税 1 200 万元，

比放开前增加 800 万元，亏损额比上年

下降 68% ，减少亏损 718万元，结束了长

期高额亏损的历史；企业效益的好转，使

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4

年以来财政每年增长近千万元，一举甩

掉了连续多年的赤字帽子，去年全县财

政收入实现9280万元 ，比上年增长

39.8% 。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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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蛟尾镇地处长

湖之滨，境内 水网密布，河汊交错，水域

面积占全镇总面积的 34% ，素有“水乡”

之称。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得天独厚

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做水产大文章，

着力提高水产业的综合效益，逐步推行

水产养殖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开发 、专业

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

化服务，形成 了集孵化喂养、渔肥供应、

水产品加工、销售及运输于一体的水产

生产经营格局。1996 年全镇养殖水 面

6.1 万亩，水产品总量达 3 000 万斤，实

现产值 1.15亿元，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

67.6% ，水产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社会总

产值 2亿元，来自水产业的收入在农民

人均纯收入中 所占比重为51 % ，达到

1 116 元。

立足资源优势，强化基地建设。蛟

尾镇在周密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利用水资源优势，将水产作为推进农业

产业化的战略突破口，区别不同的资源

条件，分两个层次进行了开发建设，变水

产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一

是开发长湖大水面，发展围湖养殖。根

据“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采取“分户

投入、联户养殖、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

办法，大力开发长湖大水面。目前全镇

围网养殖 57 处，围网水面 4.5 万亩，入

股资金 1 000万元，1996 年产鲜鱼 800万

斤，创产值 3 000 万元。二是开发低洼水

田，建立精养鱼池。围绕“镇建万亩片，

村有千亩池，组有财源地，户有小康池”

目标，采取“镇搭台，户唱戏”、“三年不交

积累”等办法，加大精养渔池连片开挖的

力度。全镇已基本形成了以 8 个镇办渔

场为主体，辐射 17 个村办渔场的连片精

养基地，精养水面达 1.1 万亩，基本形成

了区域化、规模化的新格局。1996 年产

鲜鱼 550 万斤，创产值 2 000 万元，利税

130 万元。

着眼市场需求，狠抓结构调整。为

了赢得市场，蛟尾镇着眼市场需求，加大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取得了比较明显的

效果。一是实行分片布局。近年来，他

们采取定点、分类、划片的方法，建立了

精养基地、围湖基地、名优繁育基地、热

带鱼越冬基地、名优示范基地 、立体生态

养殖基地，加强了水产养殖规模化建设

二是优化品种结构。以“ 一优两高”养殖

为目标，加快养殖品种的更新换代，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采取“一年引进一 条鱼”

的办法，通过 与长江水产研究所 、华农大

水产学院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联姻，

大力引进开发名特优品种，成功地掌握

了长江大口鲶、桂花鱼、美国鮰 鱼等 10

多个名优鱼品种的养殖技术，并在全镇

普及推广。在养殖方法上，根据市场需

求特点，一手抓名特优鱼的养殖，一手抓

常规鱼的养殖，最大限度地挖掘养殖潜

力，成功地摸索出名特优鱼的专养、混

养、套养技术。三是实行种养结合。在

开发模式上，由平面开发向立体开发调

整，大胆探索水产、林果、水禽、畜牧相结

合、“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生态复合种养

模式，利用基地空闲土地种草、种树，利

用猪粪、鸭粪喂鱼，实现了一亩渔池配套

养殖一头猪、30 至 50 只鸭，栽种 15 株果

树的目标。
依托产品基地，兴办龙头企业。发

展壮大水产龙头企业，是延伸水产养殖

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关键

环节，蛟尾镇遵循“高起点、高科技、高附

加值”的标准，依托镇内水产资源和大规

模的水产基地，按照“公司 + 基地”的模

式，以实力雄厚的乔子湖渔场为龙头，将

全镇水产养殖单位优化组合，组建了荆

乔水产集团公司。该集团以精养渔场为

基础，以加工转化为核心，将产业链条向

前、向后双向延伸，实行产供销、贸工农

一体化经营。集团内部采取“五统一 、两

分开”的管理方式，即统一种苗放养，统

一施肥用药，统一供电供水，统一管理捕

捞，统一定价销售，实行分户经营、分户

管理办法，提高水产养殖的综合效益。

目前，荆乔集团拥有6家分公司，水 面

4 .5 万亩，资产 8 000 万元。1996 年，该

集团创产值 8 000 万元，利税 640 万元，

被评为湖北省水产先进集体，成为推动

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
建立专业市场，搞活商品流通。蛟

尾镇按照“建一处市场，兴一项产业，活

一镇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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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兴办镇内专业市场。1995 年投资 120

万元兴建了经营面积达 2 500 平方米的

水产品批发市场和水产品专营码头，年

销售鲜鱼 800 多万斤，成为荆门市重要

的水产品集散地。二是兴建驻外窗口市

场。先后在 10 多个大中型城市设立销

售网点，并在荆门、荆州、武汉等地建立

活动市场，进一步扩大了成鱼的销售，年

销售成鱼 1 000万斤。三是因势利导，组

织流动贩销队伍。近年来，一 支农民贩

运大军足迹遍布湖南、河南、广东等省和

武汉、宜昌、广州等大中城市，促进了该

镇水产品的销售。

围绕生产环节，健全服务功能。为

加快产业化进程，促进水产业的大发展，

蛟尾镇围绕各个生产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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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资金扶持、

义务工减免、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台了系

列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

出钱投工，掀起了发展水产热潮。同时，

通过广泛开展高效水产养殖开发竞赛，

涌现出了一批水产“样板工程”、水产养

殖能手和生产大户，通过这些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促进了全镇水产业的大发

展、大提高。二是强化科技服务。聘请

有关专家担任水产技术顾问，通过举办

培训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等形式，提高

了全镇科技养殖的整体水平。同时，建

立科技服务中心，成立水产养殖协会，进

行水产养殖经验交流，大力开展科技普

及培训，向渔农传播鱼病防治技术，增强

了广大渔农“学科技、爱科技、用科技”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渔农的整体素质。
三是开展信息服务，提高市场应变能力。
综合驻各地销售站点反馈的科技信息、

政策信息、供求信息，使各个产业主体及

时了解市场，调整发展思路，促进水产产

业化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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