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农业县如何

走出财政困境？

叶群华全州县县长

广西全州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成为全国粮食生产销售先进县之一，但始终没有

走出“高产穷县”的圈子。今年财政更为困难，保吃饭资

金缺口大约 1 500 万元。当前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

突出问题，就是农业县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农村市

场经济过程中如何走出财政困境？笔者认为：走出财政

困境的路子很多，如强化征管，堵“小金库”，搞好房地

产开发，精简机构，压缩开支等，但根本出路在于大力

发展经济。结合全州县的实际，要在搞活国有工业提高

经济效益的同时，发挥好农业优势。

一、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

全州县土地资源丰富，可开发的非耕地面积占非

耕地面积的 40% ，而且土壤、生物种类多，气候适宜，农

业综合开发潜力很大。可重点开发“三业”：

1.念好山字经，发展“绿色企业”。绿色企业属劳动

密集型产业，风险小，技术简单，市场稳定，收入可观，

管理方便，适合广大农村创办开发。要充分利用山多的

优势，重点开发荒山，积极兴办林场、果场、桑园、茶园

等，把山地开发作为发展乡村经济的突破口和支柱产

业，让绿色企业成为农村的摇钱树、聚宝盆。去冬以来，

全州县掀起以种植白果、月柿等为主的农业开发高潮，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全县共种植白果等名特优水果 5

万多亩。1994 年计划再扩种 3 万亩以上，水果总面积发

展到 20 万亩。

2.利用水资源，发展“蓝色企业”。全州县水源相当

丰富，境内有湘江、灌江、万乡河，磨盘、垌塘、五湖水库

等，水面宽阔。加之素有稻田养殖禾花鱼习惯，发展“蓝

色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

垄稻沟鱼要发展到 10 万亩，其中稻田深沟养鱼要发展

5 万亩。通过稻田深沟养鱼，提高粮食单产，促进粮食丰

收，确保粮食总产比去年略增。此外，还要利用水面养

藻等，为养猪提供饲料，力争今年农业人口人均出栏 1

头生猪。

3.开发地下资源，发展“采掘企业”。据初步勘测，

全州县花岗岩、大理石储量 27 亿多立方米，并有金、

银、钨、锡、铅、锌、铜、铝、锰、铁，煤等二十多个矿种，在

广西数一数二，且全县 20 个 乡镇除全州镇外均有分

布。开发矿产资源时要全面规划，合理开采，对内联合，

对外开放，依托大企业，为厂矿提供原料；大理石、花岗

岩的开发，要注重科学管理，讲究效益，坚持系列开发

与深度加工相结合的原则。

二、面向市场发展乡镇企业

在指导思想上，确立“对 乡村集体企业实施‘改、

租、卖’，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制合作企业，大力扶持和鼓

励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在发展战略上，实施建好一个

乡镇企业开发区，突出工业企业、集团企业二个重点，

主攻以人造宝石为主的工业品行业，以粮食、柑桔、“三

头”等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行业，矿产开采及加工行

业，发展适销对路产品，名特优新产品，出口创汇产品

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在发展目标上，1994 年大西江、石

塘、凤凰、文桥、黄沙河五个乡镇企业总收入要超亿元，

已超亿元的城郊、龙水、才湾三个乡镇要超 2亿元，超 2

亿元的全州镇要超 3 亿元，超千万元的村公所要从 7

个增加到 10 个，力争 1994 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 20

亿元。为实际上述目标，除了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加大

科技开发力度以外，必须在如下三个方面有突破：

1.在强化管理上有突破。切实把加强企业管理作

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来抓，注意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建立

健全岗位责任制，狠抓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和安全管

理。同时重视内涵挖潜，做到四个转变：即由贷款求发

展向自我积累求发展转变；由靠优惠政策求发展向依

靠科技求发展转变；由上规模求速度向抓管理求效益

转变；由资金型企业向市场型企业转变，努力引导现有

企业向高层次迈进。还要认真搞好全员培训，提高整体

素质，力争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再上 一个新台阶，以提

高乡镇企业经济效益。

2.在资金筹措上有突破。目前，困扰乡镇企业发展

的是资金紧缺问题。因此，要以发展横向联合、股份制

企业为突破口。全州县现有的乡镇企业尤其是庭院企

业，由于规模小、具有浓厚的小生产作坊式的特点，日

益显露出松散、 脆弱的局限性。要想使乡镇企业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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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上档次、上水平，实现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 要素

的优化组合，变“好调头的小船”为“好冲浪的大船”，就

必须走横向联合和股份制这条路 子。同时，在发展横向

经济联合或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中，要注意进行科学论

证，选准项目，不盲目 上马一哄而起，并且还要注意建

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分配、入股退股、民主管理和监督等

规章制度，不搞“君子协议”和“口头协议”。

3.在市场开发上有突破。要拓宽国内市场，瞄准国

际市场，以发育市场为契机，搞活流通，发展经济，在全

县逐步建成一个以县城北门、东门市场为中心，以乡镇

市场如绍水第 二市场、石塘农贸市场等为躯干，以农村

市场等为支点，专业市场、综合 市场相配套的内外联

系、城乡相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开放式市场体系。

同时，努力培育和发展金融、技术、劳动力、信息、房地

产等要素市场。技术市场要以发展农产品加工实用、先

进技术市场为重点，信息市场要在东北、广州、海南等

地建立销售信息网点，劳动力市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

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基础建设。

县乡财政

发展多种经营  
建设财源基地

王贤会  董波圣  梁文秀

近两年来，湖北天门市佛子山乡始终把握“多经富

佛子山”的战略思想，充分发挥山水优势，努力挖掘资

源潜力，发展以多种经营为主的财源基地建设，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到去年底止，全 乡累计开发精养 鱼池

5 000亩，以板栗、银杏、梨、桃等为主的林果面积3 700

亩，每年上缴财政税收近 20 万元。实践证明，搞好财源

基地建设，农民增收入，集体增积累，国家增税收，利国

利民。

一、解放思想，形成共识。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压在各级领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任务越来

越艰巨，过去那种“年终奖金能到手，月月工资不用愁，

效益好坏我不管，计划体制大包干”的时代已成为历

史。如何扩大税源，增加收入？沿老传统的思维定式，靠

单一的粮棉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根

据佛子山 乡的实际情况，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深深地认

识到：只有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以 开发为手段，发展

多种经营，大搞财源基地建设，才能在市场经济和改革

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把财源基地建设落到实处，

他们一是拜“佛”取经，先后组织了包括科技示范户在

内的 300 多人到罗田、麻城、五山农场、石龙等地参观

学习，开阔视野，提高对建设财源基地的认识。二是请

“神”下马，先后从华中农学院、省农科院和市农牧局等

地请来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指导

开办技术讲座。1993 年就组织了两次培训活动，参加听

课人员达到 600 多人次，并被华农列为科研基地，为开

发户提供技术保证和论证服务，使大家坚定开发信心。

三是激“将”显威，采取学一学，比一比，算一算与先进

的差距，让大家学得心悦诚服，比得眼热心跳，算得如

坐针毡，激发大家的开发热情。

二、放宽政策，鼓励开发。一是大胆改变经营主体，

把经营自主权给农民，鼓励私人开发，增强经营者主人

翁意识和风险意识；二是推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使基地连成片块，促进规模开发；三是对财源基地连同

土地使用权按照兼顾公平、效益优先的原则，进行公开

拍卖，鼓励竞争，增加效益；四是对集体建设的财源基

地实行租赁经营。

三、典型示范，辐射全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1993 年大规模开发前期，他们召开万人 大会，表彰了店

咀村一组等先进单位。店咀村一组共 有 20 户人家，

1993 年春，他们将沿湖 200亩低湖田开挖成精养鱼池，

当年投苗，当年收益，一年收回投资成本。这次会上，还

树 立 了 十面农业开发的红旗，戴红花、发奖金、送锦旗，

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对照典型学什么？扪心自问差

什么，开放 一切干什么，增加收入靠什么”的讲座，使大

家交流了对建设财源基地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在全乡

形成了“一 业带一村，一村一基地”的可喜局面，使全乡

出现了财源基地建设向区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的好

势头。

四、突破重点，股份开发。制约开发的难点就是缺

资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乡党委一班人大胆地推行股

份制，全面采取四种形式：一是个体与个体合作，农户

自发组合，共同入股开发；二是个体与集体合作，集体

投工开发，个体出资承包经营；三是集体与集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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