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乡镇财政体 制应坚持的根

本原则，是集权 与分 权适度 、财权 与

事权对称原则。县（市）对乡镇财力

在体制上集中是必要的，但应该以确

保乡镇正常行政所必需的财力 为 前

提 ，不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对

乡镇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上 去。适 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规范乡

镇财政体制，首先要从健全 乡镇政权

职能体系的角度规范乡镇政府职能

部门的人权 、事权 、财权关系。除银

行 、税务等少数部门外，其他机构改

革后保留的部门 、单位的人 、事 、财三

权都归属 于 乡镇，使乡镇履行职责 、

管理事务和所需的财权财力相对称。

其次，要规范乡镇预算管理体制。严

格按照分税制要求合理划分 乡镇财

政收支，形成稳定的 、能 允分 调动 乡

镇积极性的 和公 平的收 支体系。在

划分税种时，农 业 三税 和 契税 、地 方

工商各税 、其他收 入及增值税留地方

25% 部分和增量返还 部分要 尽 可能

地留给 乡镇，县（ 市）不应搞“ 体制外

集中 乡镇收入”。在确定乡镇财政支

出时，要坚持凡是 与乡镇政府事权有

关和对应的 支出都要 下放给 乡镇，使

乡镇真正负责相应的政府公共 支出 、

社会保障 支出和 重点及基础性 建设

支出，其他 一般性 支出 如一般建设性

支出 、部分行政事 业性 支出等，则应

退出财政 支出范围。在目 前尚 未进

入彻底的分税制的过渡阶段，县（ 市）

应对不同类型的乡镇采取不同的上

交 、补贴及奖励办法，限期实现乡镇

收支 平衡目标。如对收 大 于支的 乡

镇可实行“ 递增包干上交”办法，对收

不抵支的 乡 镇 可实行“ 补贴递减包

干”办法等，同时要 对 贡 献型 、平 衡

型 、补贴型 乡镇分别实施适宜的奖励

政策，必要时以奖代补 、以惩化补，促

进 平衡

（责任编辑 石 化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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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林奔小康

乐 杰  苟仕让  刘新实

四 川 省巴中地区通江 县 是一个

林业大县 林地面 积占 全 县总面 积

的 5 1 .2% ，林 业 资 源十 分 丰富。多

年来，通江 县 认 真实施科技兴林战

略，把林业发展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

基础工程来抓，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和

社会效 益。到 1995 年，全 县活 立 木

蓄积量达到 367 万 立 方 米；森林覆 盖

率达到 34 .16% ，提 前实现 了绿化栽

植达标；林业产值达到 1 亿元；林业

税金达到 500 万元。。 全县以 木材、林

特 、林副产品生 产经营 为主体的林业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由于林业产 业

的发展，森林资源的增多，通江 县被

林业部和四 川 省林 业 厅列 为重点林

业县、被省政府列为 重点产材 县，并

成为 全国 重点 长江防护 林建设 县

林业已成为通江县一大 支柱产 业。

强化科技意识

改 革 开放以 来，通江 县 委 、县政

府在抓林 业 建设 和 林 业 经济 发 展实

践中深 刻体 会到，加快 林 业 产 业 发

展，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全 县 在科技

兴林上， 主要作法有 五点：第一，各级

党政和县科 委、科 协 、林业 、财政 等部

门自觉强化科技 意 识，牢固 树立“ 科

学 技 术是第一生 产 力”的思想，时刻

注意用科学的思维 、科学的态 度 、科

学的方法来研究解决增加科技投 入 、

重视人 才培养、推广适用技 术等关键

问题。第二，在选拔 、使用干部时 ，既

坚 持政治标准，又注意选拔那些 科技

意 识强 、科技素质高的同志进领导班

子。对成绩突出，重视林 业科技工作

的领导干部给 予提拔 重川。第三 ，坚

持第一把手抓“ 第一生 产 力” 县、

区 、乡党政一把 手，必须层 签 订 责

任 书，实 行目标管理，必须创办一 处

科技兴林示范点，做出样板 全县已

办点 214 处，面 积 4 .8 万 亩。第四 ，

在制定林 业发 展 计划 、实施林 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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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科技进步放在突出位置。广泛

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充分进行科学

论证和评估，把科技进步贯穿于林业

生产建设的全过程。第五，加强林业

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县上已建

立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和林业科研所。
区（镇）、乡（镇）林业站，实行一套班

子两块牌 子，既是林业工作站，又是

林业技术推广站。有条件的村建立

了林业技术指导站，基本形成了林业

科技服务网络。
十多年来，通江县已完成了第一

期 25 万亩速丰林造林工程、20 万亩

飞播造林工程、30 万亩长防工程，改

造提高和新发展了 43 万亩耳林基

地 、6 万亩 五倍子基地 、7 万亩蚕桑基

地 、3 万亩三木药材基地、8 万亩油桐

基地和茶叶 、干（鲜）果基地。

重视人才培养

实施科技兴林，科技人才至关重

要。长期以来，通江县林业行业科技

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十分缺乏，林业

科技队伍远不能适应林业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为了加速培养一大批林

业科技人才，他们采取了五条措施：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部门把林

业科技人才的培养，纳入当地林业发

展的总体规划去认真落实，尤其重视

抓紧对跨 世纪优秀青年技术人才的

培养。二是向林 业大专院校和林业

技校送培学生，并充分发挥全县农业

中 专校和职业中学在培养林业科技

人才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如被誉为

“银耳之乡”的涪阳，按照“办好一所

学校，培育一批人才，造福一方人民”

的宗旨去办好涪阳中学，从七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的 20 多年中，该校结合

校办银、木耳菌种厂，大力开展食用

菌生产技术研究，为全 县培养了近

3 000 名银耳生产技术 人 才。遍 布

全县的 20 多家银 、木耳菌种厂和银

耳公司的负责人及技术员基本都是

涪阳中学毕业生。近年来，全县林业

部门为解决林业科技人才青黄不接

的矛盾，陆续送培大专生 23 人，中专

生 35 人，技校生 141 人，共投入送培

费 40多万元。通过送培，相当一部

分年轻人很快成为工作骨干，部分被

提拔重用，有的成了发展林业多种经

营和二、三产业的能人，有的成了开

发建设经济林的骨干力 量；有的成了

林业工程项目的责任人，对科技兴林

起了重要作用。三是认真落实“山上

建基地，山下搞加
工

，山外抓市场，科

技创高效”的林业发展战略，加快林

业产业化发展步伐。1994 年冬 至

1995 年春，通过考察论证，林业系统

筹资 300多万元，在距成都 10 公里

的新都三河镇购买了占地 20.13 亩

的两个工厂及全部资产，建起了“通

江驻新都林产品加工经销地”。四是

充分发挥科委、科协、林业技术推广

中心、林业科研所、营林调查队、五倍

子科研站、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和食

用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国有林场

的职能，采取短期培训和职业培训等

多种形式和多种办法，加强林业科普

工作，全面提高林业行业职工的专业

技能和科技文化素质。尤其狠抓 了

全社会林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工作，送技术上山，传知识上门，大力

培养农民技术人才，为林业产业建设

创造了比较好的社会环境。五是制

定优惠政 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不断改 善林业科技人员的 工作、

生活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

分发挥。

推广科技成果

近十多年来，通江县以经济林为

主体的林业科研和适用技术推广，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县投入林业科研

的专业科技人才 254 人，其中林业部

门专业人才 152 人，投 入科研经费

120多万元，建立各类林业科研试验

示范点 106 个，面积 1 1 000 亩，共有

23 项科技成果获奖。为 了把科技成

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江县从

实际出发，积极推广适用技术，使之

充分发挥效益。如获省政府科技进

步二等奖、林业部三等奖的《五倍子

丰产经营技术》推广后，全 县五倍子

年产量由 1984 年的 70 吨猛增到现

在的 300 多吨；《高效益植桑、养蚕、

增茧技术》，1995 年在全 县 5 个乡、

40 个村推广，共养蚕 4 500 张，产茧

13.5 万公斤，平均单产 30 公斤，出

口优质茧 2 万公斤，出口合格率达

65% 以 上。1995 年 他们与省农科

院、省植保站联合承担的省级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银耳截头炭团菌病害防

治技术研究》在 2 个乡 、3 个村、30 个

农户中开展试验，使银耳产量取得了

恢复性增产。
为进 一步开展以经济林为 主体

的山 区林业综合开发，培育和发展区

域性的“龙头”企业，加快富民裕县的

步伐。去年冬，通江县委 、县政府作

出决定，用市场经济手段开发建设百

万亩经济林，同时建成 100 万亩用材

林 、100 万 亩防护林和 工业原料林。
他们召开了专业会议，组织现场参

观，要求部门领办、村社大办、农户必

办，迅速掀起了经济林建设热潮，为

全县科技兴林增加了更新更丰富的

内容。当前，为配合开发建设百万亩

经济林，他们着重抓了优良种苗繁育

及造林技术、经济林产品加工技术、

木材综合利用技术和林化产品加工

技术等适用技术的课题攻关和推广

应用 工作，努力实现全县林业由粗放

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由传统林业向现

代林业的转变。展望未来，他们充满

信心。到 1998 年将实现绿化全面达

标，到 200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40 %

以上，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400 万立方

米以上，林业产值达到 1 .5 亿元至 2

亿元、税利达到 5 000 万元。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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