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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如何提高效益，

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探讨而未

很好解决的课题。近年来，大悟

县农税分局运用科技手段，提

高财政支农效益，有效地促进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出了一

条速度与效率并重、社会效益

与财政效益同增的财政支农新

路。

份内与份外

财政管科技，似乎超出了

其职能范围，然而，我们认为，

只要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农效

益，我们又能办得到的事，都是

我们的份内事。为了打开财政

科技支农的局面，我们着重抓

了三件事。

一是广泛网罗科技人才，

成立农林特产技术开发总公

司。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县农业

局调进一名农技师，从本县社

会上网罗了一批“土秀才”，成

立了农林特产科技开发总公

司，负责组织全县农林特产生

产的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咨

询、指导等开发工作，与此同

时，对本县比较落后的科技项

目，想方设法先后从外地引进

科技人才，进行联合攻关。

二是建立科技激励机制，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为了鼓励

农村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

术，我们在支农政策上坚持以

激励为主，运用投资与不投资，

投多与投少，占用费率高与低、

奖与不奖、高税与低税等五个

财政经济杠杆，促进农业科技

的推广和应用。如多种经营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按科学标准营

建的，给予低占用费率投资和

资金奖励；产品质量达到优质

标准的，给予低占用费率、低税

和相应奖励；生产和使用优质

种苗的，给予低占用费率和低

税等优惠政策。

三是建立科技示范点，以

典型引路。为了普及和推广科

学技术，我们以典型引路的办

法，按照乡、村、组和个体四个

不同级次分别建立不同种类的

农林特产科技示范点，然后逐

步组织其它人员到示范点参观

学习。到目前止，共建立示范点

108个，成功率达 100%。如黄

站镇万寿寺茶场是七十年代建

立的，面积 30 多亩，茶树已经

老化，每年茶叶收入不到 2 万

元，像这样的茶园在大悟县有

近 5 000 亩。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把万寿寺茶场作为科

技改造示范点，引进安徽两名

高级农技师和制茶师，将茶园

截枝喷肥改造，使之当年发新

芽，研制出了“万寿翠眉”、“万

寿露眉”两个全省优质名牌茶

叶，当年实现茶叶收入 27 万

元，上交利税 7 万元。该示范点

成功后，其它老茶园纷纷借鉴，

全县已改造 1 000 多亩，计划

两年改造完毕，可增加产值和

利税 4 倍以上。

务虚与务实

在财政支农工作中，我们

既务虚，又务实，虚实结合，重

在办实事。在“虚”字上，我们重

点抓好两点：一是大力宣传党

的富民政策，宣传财政支农工

作的有关政策，宣传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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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信息、知识，鼓励、教育

和启发农民积极投身到科技兴

农的活动中去。近年来，我们共

上门做宣传启发工作 200 多

次，翻印各种科技信息技术资

料 3 万多份。二是帮助农民算

经济帐。通过算帐使农民坚定

开展多种经营生产，运用农业

新科技的信心。如大新镇九岗

村有 50 多亩低产田，我们上门

做工作改建鱼池，当地农民顾

虑重重，担心养鱼不及种粮。我

们通过算帐，低产田每亩种粮

只能产 800 斤，而养鱼亩产可

达 500 斤，按当时的价格，粮食

收入 480 元，而养鱼收入 1 500

元。这样一来，当地农民思想通

了，鱼池很快建立起来，当年实

际产鱼每亩 600 斤，超过原计

划，其中特低产田改建鱼池后，

养鱼收入比种粮多 4 倍。

在务“虚”的同时，我们把

着力点放在务“实”上，帮助农

民排忧难，办实事。一是集中力

量、集中时间，搞好技术培训，

先后举办培训班 117 次，参训

人员 5 850 人次；利用各种会

议，以会代训 208 次，参训人员

6 000 人次；采用现场练兵，以

熟带生培养农民技术骨干 30

次，1 000 多人。二是广泛搜集

及时传递科技信息、知识，及时

解决实际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

题。三是积极搞好技术咨询。在

多种经营生产季节，我们组织

技术人员下乡到各户基地，开

展各种技术咨询，现场解决各

种技术问题。一年来，共开展各

种技术咨询活动 350 次，解决

大小技术难题 200多件。四是

开展技术服务，推广应用新科

技。对每项新科技，我们都采取

派专班下乡，现场示范，手把手

地教。如板栗在初花、盛花、谢

花三个时期，我们选择 47 个示

范点喷尿素、硼酸、硫酸二氢钾

三种徽肥，浓度均为 0.3% ，通

过现场推广应用，使板栗产量

提高 30-50%。五是积极筹集

资金，引进优良品种。近年来，

我们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400

多万元，用于农林特产生产及

农业科技开发。与此同时，我们

组织人员，先后跑遍十几个省

市，组织茶叶、板栗等各种优质

种籽 10 万公斤，树苗 100 万

株、嫁接枝 200 万枝，全部送到

基地和农民手中。六是送货上

门，搞好配套服务。在多种经营

生产中，农民常常遇到物资、器

械、设备难以购买的问题，影响

生产。为此，我们利用下乡的机

会，采集这方面的需求信息，然

后派人外出购买，及时送到农

民手中。如在旱期和病虫害防

治期，我们购买新式喷灌机 50

多台套、农药 2 000 多瓶、喷雾

器 30 多台套，及时送到农民手

中，深受农民欢迎。

社会效益与财政效益

近年来，我们在支农工作

中，以效益为前提，正确处理社

会效益与财政效益的关系，大

力兴办社会事业，为经济建设

服务。其一，狠抓基础设施的建

设。几年来，我们十分注重多种

经营基地的水电路房四要素建

设，先后投资 150 万元，兴修基

地公路 37 条，全长 150 公里；

修建桥梁 18 座，全长 500 多

米；延伸电路 15 条，全长 28公

里：修建塘堰、提水站、渠道 44

处，扩大灌溉面积 3 万多亩。其

二，狠抓农林特产种苗基地建

设。为了促进农林特产生产的

发展，我们把兴建优质种苗基

地作为大事来抓，先后扶持建

立了各种种苗基地 12 处，总面

积达 1 000 亩，年产各种优质

种苗 800 多万株，种籽 2 000

公斤，还有优质种猪、种鱼、种

羊、种鸡等若十。其三，狠抓科

技扶贫。我们把科技扶贫作为

重要任务来抓，先后选择 4 个

贫困村，50 个贫困组，100 户贫

困户，重点进行智力开发，通过

建立科技型的生产项目达到使

之彻底脱贫，长期致富的目的。

如吕王镇是全县有名的智贫

镇，1994 年我们选择该镇最穷

的 100 户，开展科技种粮、科学

种树、科学养殖等活动，使每户

建起了自 己的科技园，预计

1995 年人均将增收 100 元，三

年后可望彻底脱贫。截止到

1994 年，全县已新建各种规模

的多种经营基地 6 万余亩，其

中骨干品种的板栗达到 4.55

万 亩，茶叶 5 000 亩，银 杏

2 000亩，药材 5 000 亩，杉树

2 000亩，1 994 年新基地多种

经营收入已实现 3 000 万元，

农民人均增收 200 多元。农民

富了，社会效益有了，财政效益

也同样可观，1994 年全县入库

农林特产税 457 万元，比 1990

年翻了三番，预计到 2000 年将

达 1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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