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直接拨款给各个单位的情况，财政部门应实行“预算

总额控制，大块按不同标准供给由享受单位管理使用，

小块机动调控，不足的由预算外弥补或个人支付确保

自求平衡”的办法加强公费医疗管理。

（二）对行政事业单位个人公费医疗报销制度的改

革。笔者认为在没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之前，应采取

公费医疗开支与个人利益挂钩为宜，不主张将公费医

疗经费包发给个人。具体挂钩比例，可区分不同情况有

高有低，不能平均主义。

（三）在公费医疗改革中注意解决好几个具体问

题：

1
.
制定不同年龄、工龄、身体状况的个人负担比

例。

2.单位应实行定点就医，凭处方报销。

3.会计必须按人建立公费医疗报销结算帐，按季

公布，按年结算处理。

4，单位财务负责人要加强管理，严格审批，确保单

位自求平衡。

5.机动调控公费医疗经费部分主要用于无预算外

收入单位的特殊病患者，即对花钱过多，单位个人无法

承受的癌症、急救及其他抢救人员给予适当补助经费。

6.严格控制外购药、体检费，严禁报销营养药、保

健药。

7.对老病长治，无病挂床，住院不在院等现象，根

据不同情况提高个人负担比例。

8.领导干部应严于律己，节约开支，要在个人负担

上建立约束机制，克服公费医疗开支权力化的问题。

公费医疗发展的方向是普遍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

度，但由于公费医疗现状历史性、复杂性以及其他条件

尚不具备，公费医疗改革很难做到一步到位，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因而笔者只是较侧重于“着手治标，落脚治

本”，切合实际地浅议了一点改革举措，以推动公费医

疗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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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是一个山区县，也曾是一个贫困县。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理顺经济工作思路，大

抓苹果这个绿色财源的建设，带动了全县经济，改善了

群众生活，增加了财政收入。1990 年以来，以苹果税为

主体的农林特产税收入，以年均 300 万元的速度增长，

1993 年达到 1 230 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41% ；县财

政收入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递增，1993 年达到3 030

万元。

一、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战略

白水县地处渭北台原与陕北高原之间，境内沟壑

纵横，水源短缺，没有一户中央、省、地企业，没有一条

国道，再加之“左”的干扰，经济长期落后，群众温饱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财政长期靠上级补贴过日子。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认识到，要改变白

水面貌，必须克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思想，努力变不利

因素为有利因素。为此，我们对县情重新进行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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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白水的地理自然条件虽然不利于发展粮食作物，却

有利于苹果生长。而且种植苹果见效快效益高，一亩五

年生果树，年收入可达 5 000—8 000 元，相当于 10 亩

粮田的收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白水的

发展战略思想确定为“建设绿色财源，富县富民并举，

带动全县经济腾飞”。

二、多管齐下，发展苹果生产

1.政策上放。1991 年，白水县宣布：延长土地承包

期 15 年；支持农民个人或农户联合承包开发；允许跨

乡、跨村承包；凡在荒山、荒坡、荒沟上栽植苹果，承包

合同 70 年不变，允许子女继承。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

果农栽植苹果的积极性。

2.技术上帮。县政府组成了以专家教授为主体的

“白水县农业高级咨询委员会”；组建了苹果科技承包

集团。乡（镇）设立了科技副乡长，成立了苹果中心，村

上设立了科技副村长，成立了苹果协会。县上还组建了

农民苹果技术讲师团，在全县 18 个乡（镇）巡回辅导培

训，几年来先后培训农民技术员 1 万多名，平均每 3 户

就有一名。在各级各类技术人员指导下，全县优质果率

达到 90%以上，显著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3.资金上扶。每年拿出 100 万元贴息贷款支持群

众发展苹果。从 1992 年开始，每年还拿出一定数量的

树苗、化肥、农药重点帮助贫困户建脱贫果园。

4.开拓市场。为了提高白水苹果知名度，赢得市

场，先后多次举办了“白水优质苹果新闻发布会”，在全

国 10 多个大、中城市举办了“白水苹果品尝会、订货

会”，去年又成功地举办了’93国际白水苹果节。组织万

人销售队伍南下北上、东进西出，在全国主销区建立销

售基地。还通过新闻媒介，大力宣传白水苹果。

5.优化软硬环境。为了改善销售软环境，我们规定

农税部门免费办理植物检疫证、水果自产证、已税证、

外销出运证，果农和客商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办

理。撤销一切关卡，做到白水境内无“红灯”。为了改变

销售硬环境，去年我们筹集资金 1 500 多万元，铺筑了

县城 5 条主要马路，建成了金苹果大酒店、太阳宾馆、

秦粤大酒店，建设了物资、蔬菜、饮食等 5 大专业市场。

投资 500 多万元建设农村道路，建成柏油路面 53 公

里，相当于前 15 年的总和。销售环境的优化，改变了以

往外地客商请不来、留不住、住不下的局面。

三、加强征管，确保及时足额收税

要增加财政收入，仅仅建设财源是不够的，还要把

财源所提供的税收及时、足额收回来。在这方面，我们

采取了以下措施：

1
.
强化舆论宣传，提高纳税意识。苹果税刚开征

时，一些果农纳税观念淡薄。我们通过多种宣传形式，

把税收政策和税法送到千家万户，提高了果农的纳税

意识。去年，5 个乡（镇）提前两个月完成了苹果税缴纳，

有 4 个乡（镇）税款达 200 万元以上，3 300 多户果农一

次性交税 40 多万元。

2.大胆探索，完善征管办法。根据我县实际，我们

大胆探索，制定出“统一测产，按亩定产，以产计税，计

税到园，发证到户，乡镇征收，源头控制，综合监督”的

征收办法，同时实行了“一栏三证”，即村有《果农苹果

销售与纳税情况公布栏》，税收人员有《征收证》，果农

有《纳税征》，外销有《陕西省应税农林特产品目外销出

运证》。这些办法有效地防止了跑、冒、滴、漏。

3.制定奖罚政策，调动各级征税积极性。一是主管

县长和乡（镇）长签订农特税征收责任书。责任书规定

“收支挂钩，超收分成，欠收自补”，具体做法是：每年从

9 月 1 日起，各乡（镇）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先按规定上缴

县财政，县财政按指标完成情况给乡（镇）拨付工资和

经费。乡（镇）若完成了县下达的任务，超收部分按二八

分成，大头归乡（镇），乡（镇）可以从分成收入中提出部

分资金奖励村组干部和先进人物。二是 30 个县级部门

分包 10 万元以上的税收大村，实行“减收扣奖，超收加

奖”，具体做法是：从每年 9 月 1 日起，30 个县级部门的

奖金不再按月发放，年终按所包村税收任务完成情况

一次兑现，完不成的扣发，超收的加发。三是财政局长

与农税所长，农税所长与所内人员及基层农税负责人

分别签订责任合同，年终考核，奖勤罚懒。以上措施大

大激发了各级各部门抓农特税收的积极性。几年来乡

（镇）超收分成总额达 210 万元，超收留成在 10 万元以

上的乡（镇）8 个，15 万元以上的乡（镇）3 个。

四、苹果生产，富县又富民

苹果不仅富了县，而且富了民。到 1993 年底，全县

苹果面积已发展到 30 万亩，农村人均一亩半，成为全

国农村人均果树面积最大的县，总产超过 3 亿斤，产值

达 2亿多元。仅苹果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超千元，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 100 多元增加到去年的

695.72 元，出现了一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 000 元的

村。农民栽树栽出了甜头，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断提

高，全县农村出现了围绕苹果办水利的热潮。基本做到

了果园栽到哪里，水利就修到哪里。截止到目前，全县

以私人、股份等形式兴办水利的农户有 680 多户，投资

达 720 多万元，恢复、新建抽水站 29 座，打机井 33 眼，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衬砌各类渠道 21.3公里，铺设输水暗管 94.8 公里，恢

复灌溉面积 5.2 万亩，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增强

了农业发展后劲。

苹果生产的大发展，还带动和促进了我县包装、建

筑、建材、储运、销售、加工等行业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

的快速发展。去年全县新增乡镇企业 300 多个，全县乡

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2.2 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全地区平

均水平。民营经济也有较快发展，目前全县从事苹果营

销 且有一定规模的就达 100 多户。仅去年全县在修果

库、办企业上农民投资就近亿元。全县民营修建的气调

库可贮果品 4 000 吨，农民投资修建的恒温果库可贮果

品 1.5 亿斤。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拓宽了县财政收入

领域，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县乡财政

宁河县财政支农的实践与思考

林长华  白春平  于伯湖

当前，农业生产已经由重视农产品的数量转入高

产、优质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财

政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在支持“两高一优”农业发

展上，如何更好地发挥职能，这是一个新课题。对此，近

年来天津市宁河县财政部门做了有益的探索，亦收到

了成效。

一、投入适量的启动资金，调动乡村大搞农田水利

重点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从实行家庭承包制到现在，已经有 了十二三年时

间。这期间，过去那样调动全县劳力“大兵团”作战式的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了。许多地方农业重点工程投

入减少，河道沟渠淤积阻塞，扬水站、机井、闸涵、斗门

等设备老化，年久失修。这些都是制约农业向“两高一

优”转化的要害问题。如果不抓紧治理，一遇旱涝灾害，

农业就要大幅度减产，甚至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无

法挽回的损失。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钱从

哪里来？靠财政不可能满足农业对资金的需求。怎么

办？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充分利用财政的有限资金，发

挥其启动杠杆及粘合剂作用，来引导多方的投入，形成

以国家资金为启动，地方资金相配套，银行信贷资金为

补充，农民投入为主体的投入格局。

宁河县近几年来尽管地方财政资金日益吃紧，但

是，县财政每年都由预算内挤一部分农业专款，多则三

四百万元，少则一二百万元作为支农启动资金。尽管钱

不多，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再加上其他一些配套优惠

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投入热情，他们多方筹

集资金，发动农民集资集劳。据统计，仅 1990 年以来总

计投资 1 242 万元，其中国补资金 231 万元，银行贷款

197 万元，县内匹配和群众自筹达 814 万元，用这些资

金累计打机井 191 眼，新建闸涵 707 座、生产桥 11 座，

建泵点和倒水点 189 个，更新十个流量的扬水站一座，

架设高压线 8.4 万米，修防水渠 1.3 万米，使 6.8 万亩

荒地变成高效益农田，增产粮食 3 750 公斤，棉花 62万

公斤，纯收入 2 632 万元。由此看出，财政启动资金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分税制新体制后，农业税收全部留归地方，

地方财政更要注重这方面的财源建设，并且要列入计

划，县财政每年拿出多大比例的启动资金，乡村拿出多

少匹配资金，要明确政策规定。以此调动方方面面增加

投入的积极性，保证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重点水利工

程的治理，确保农业丰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好钢使在刀刃上”，在扶持开发特色经济上发

挥导向作用

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发展方向是由传统农业向

“两高一优”农业转化。其重要途径，就是立足发挥本地

的资源优势，发展带有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并尽快形

成规模经营。财政支农，就是要在这方面发挥导向作

用，这是财政支农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也是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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