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献，看谁完成任务好。通过开展这项活动，1990 年以

来，我县先后获省、地的 12 项（次）奖励，有 8 名干部被

省、地财政部门树为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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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 大县”变为“三个大县”

——关于农业大县加快财源建设的思考

张琼江监利县委书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鱼基地

县之一，是一个农业大县，粮食产量曾连续 9 年居全省

之首，水稻总产位居全国第一。但正因为产粮食多，也

使我县背上了“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包袱。产粮大县

如何开辟和涵养财源，提高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十

四大精神和监利的实际，我们确立了“由一个大县变为

三个大县”的思路，即把产粮大县变为优质粮大县、多

种经营大县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县。

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开辟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新

途径，变产粮大县为优质粮大县。一方面，调整粮食品

种结构，提高优质粮食品种的比重。在品种上，把推行

增产品种与推行畅销品种结合起来，扩大既增产、又畅

销增值的品种，积极发展小麦、玉米及优质米。“八五”

期间，玉米面积要由目前的 3 万亩扩大到 20 万亩，产

量由目前的 1 500万公斤提高到 1 亿公斤。通过上述调

整，争取粮食的优质品种产量逐步达到 80%以上。另一

方面，调整粮食品质结构。根据消费和市场需求变化趋

势，积极引进、培育和推广优质高产的杂交玉米品种，

发展适合不同加工类型的专用型小麦、大麦、玉米、豆

类的生产。

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加强粮食调整的基

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水利建设。到 1995 年，全县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要实现 150 万亩。增加科技和物资投入，

依靠科技进步，抓好优质米的生产，通过“政、技、物”三

位一体的集团承包，推动科教兴农，加强优质米出口生

产体系的建设，积极推广优化种植模式，实行经济作物

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

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开辟多种经营新途径，变产粮

大县为多种经营大县。（1）以养殖业为突破口，重点抓

好四大基地的建设。一是商品鱼基地。通过结构调整和

深层开发，使水产业实现由小水面向湖泊水面转移，由

粗养向精养转移，由常规品种向名特优品种和观赏鱼

类方向发展。二是禽蛋基地。发展禽蛋生产，扩大鸭场

规模，实行集约化经营；普及杂交鸡，提高鲜蛋产量。三

是草食动物基地。在沿长江、东荆河、四湖河滩以及洲

垸草场丰富的地区，依托种牛场，发展肉用牛，同时发

展养羊、养鹅。四是瘦肉型猪基地。以粮食部门、乡镇村

办养猪场为基地，以种猪场为龙头，发展瘦肉型牲猪生

产。 <2>强化集约经营思想，开发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

林业。全县以合资企业福江木业有限公司的木芯板厂

为龙头，发展速生丰产林，特别是要把发展意大利杨作

为一项工程来抓，为我县木芯板厂提供充足的原料。
<3>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思路引导农户大力发

展庭园经济。沿湖地区以发展高产优质鱼、猪、鸭为主，

沿长江、东荆河堤、四湖总干渠、洪排主隔堤附近以发

展猪、鸡、林、果为主，城镇近郊以发展高产蔬菜瓜果为

主。

为了尽快变产粮大县为多种经营大县，一要抓好

合同管理，建立起集约经营的新机制。二要建立投入机

制，推动林场、果园、畜牧场、渔场管理上档次，经营上

水平上规模上效益。三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四是积极发展水产品、畜禽产品的产销服务实

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形成产供销一体化。五

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抓市场体系建设，实现县内、

国内、国外三大销售圈，搞活流通。

走农工商协调发展之路，开辟农副产品加工业的

新途径，变农业大县为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县。今后十年

我县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主要是走农业

工业化的道路，建立资源和市场结合型的工业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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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方向上。要把开发高档次的食品 、食油、酿酒、

饲料、畜牧水产品、棉纺织、造纸、制革、家具 9 个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发展，重点开发。为此，抓好以农副

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当务之急是上水平、上规

模、上效益。要实现“六个转变”，即在思想上从小生产

的自然经济观念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观念转
、

变；在发展的着力点上从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向依靠科

学技术进步转变；在管理上从凭经验办事向现代化决

策转变；四是在经营上从低价倾销向依靠新产品、实现

高效益转变；五是在企业规模上从分散布局、遍地开花

向适度规模化、区域化、集团化转变；六是在资金来源

上由单纯依赖银行贷款向自我积累、多渠道筹集资金

转变。重点抓好组建企业集团，发展技贸工农一体化和

发展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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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阳新县〓源口

镇竹溪洲村位于大冶湖畔

四面环水的小岛上，全村

没有一分田地，但拥有养

殖水面 3 600 亩。丰富的水

产自然资源，为该村发展

水产养殖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优越条件。1990 年，阳

新县财政局在开展村级财

源建设调查中，把竹溪洲

村确定为县、镇两级财源

建设挂钩点。在给予一定

资金扶持的基础上，积极

引导该村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名特优水产品，推

广高科技立体养殖。仅 4

年时间，全村水产养殖年

产值达 250 万元，比 1989

年翻了 3 番；年上交利税

58 万元，翻了 5 番；年人均

纯收入超过 4 000 元，是

1989 年人均纯收入 500 元

的 8倍。

一、深入调查，确定水

产发展的新思路

如何使竹溪洲村尽快

发挥水产养殖优势，脱贫

致富？1990 年初，阳新县财

政局对该村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实地调查，确定了该

村水产发展的新思路：一

是在“ 治”字上下功夫。采

取多种形式，多渠道治理荒湖、荒滩、荒水，扩大水产养

殖面积。二是向优质产品要效益。螃蟹市场走俏、优质

价格，扩大养殖，是提高水产养殖业经济效益的主要途

径，大力推动鱼蟹混养，提高螃蟹的产量。三是在“高”

字上作文章。主要是抓好村民的水产养殖高新技术培

训，通过技术培训，使村民掌握水产养殖新技术。

二、给予资金扶持，帮助办实事。

自 1990 年以来，阳新县财政部门先后对该村投入

周转金 42万元，无偿拨给资金 3 万元，帮助该村办了 5

件实事。一是投资 13.5万元，建立了鱼蟹混养基地。鱼

蟹混养的第一年，水产产值就达到 45 万元，人均纯收

入 1 390 元，上交集体积累 8万元，交纳渔业税收 6 万

元；二是投资 4 万元，修建了三处养殖湖套活水闸，为

及时排水，换水提供了方便；三是投资 3.5 万元，架起

了高压线路，解决了该村排灌水和村民照明用电；四是

投资 15 万元，对大湾湖进行了重新改造，新建石块拦

水墙 2 600 米，降低了自然洪水灾害对鱼蟹养殖的影

响；五是投放周转金和无偿资金 9 万元，对其他水利设

施进行了巩固和完善。

三、实行股份集资，缓解资金不足

根据竹溪洲村村民的经济情况，阳新县财政部门

认为，单靠财政支持解决不了渔业发展资金需求的问

题，组织村民合股开发是解决资金紧缺的有效办法。在

他们的支持帮助下，1992年，该村 13 户村民合股承包

了太白湖，每股出资 1 万元，承包面积 2 300 亩，年初投

放 1 000 斤蟹苗，10 000 斤优质鱼苗，年终仅螃蟹就收

获 7 000 斤，实现产值 100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3 倍

多。除上交税收和村提留 18万元外，年终每股分红 4

万元。仅一年时间，全村冒出了 13 个万元户。1993年，

太白湖股份承包已扩大到 18 户。大湾湖也一改过去由

集体经营，效益较差的状况，由 7 个股东合股承包经

营，年上交利税 11 万元。现在竹溪洲村的 68 户村民，

有 55 户在搞股份合作经营，占全村总户数的 81%。实

践证明，把股份制引入水产开发，是解决水产投资不足

的有效途径。

四、搞科技开发，发展高效渔业

阳新县财政部门在扶持竹溪村发展渔业中，非常

重视科技兴渔的问题，在搞科技开发，发展高效渔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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