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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  
支持“两高一优”农业发展

叶 林  鹿义贵  朱广禄

山东省章丘市是个以农村经济为主体的县

级市，农村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市的 60%
以上。在农村经济构成中，农业生产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因此，发展高产高效优质（以下简称

“两高一优”）农业对于繁荣农村经济，保持财政

收入的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 1989 年

起，章丘市财政局确立了大力支持发展“两高一

优”农业的工作思路，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筹集

资金和优化预算内外资金配置，不断增加对“两

高一优”农业的投入。几年来共向全市农业“两

高一优”工程投放资金 9 500多万元，形成了一

定规模。

发展“两高一优”农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财政支持必须着眼于科学、准确、可靠、有

效。为此，局长带领一班人走遍了全市 22 个乡

镇，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感

到财政支持“两高一优”农业首先应该解决的突

出矛盾，一是如何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与保障

比较效益低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社会有效供给

统一起来；二是把经营主体的发育与科学有效

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为此，他们在工作中做到

“四个坚持”，既坚持以效益为中心，把农业办成

高效益的大产业，又坚持综合平衡，实现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放手让农民在市场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又坚

持发挥财政职能，加强综合协调和引导。

在调查研究，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为促进

“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财政部门在措施上做

到突出“五抓”，量效并进。

1.抓组织，强化宣传。首先，市财政局积极

主动地会同农委、科委对“两高一优”农业项目

进行统一规划，局内成立了支持“两高一优”农

业开发领导小组，各乡镇财政所固定 1 名人员

专职负责。领导小组的职责是：项目考察论证、

资金投放和管理、项目监督和实施。其次，强化

宣传，提高全社会和农民群众的参与意识，通过

多种形式帮助干部群众破除单纯“原料型生产

观念”，强化“市场农业”思想；破除单纯“吃饭农

业”观念，强化“效益农业”思想；破除“依附农

业”观念，强化“自主农业”思想。通过宣传，使全

市上下发展农业的着眼点由增量为主体转移到

了增量与增效并重的方向，形成了合力和共识。

2.抓调整，促项目。针对章丘市种植业和

养殖业不合理的状况，财政局与有关部门一起

集中资金 1 080 万元重点抓了两个方面的调

整。一是以蔬菜生产为突破口，调整种植业内部

结构，全市建成了六大种植业基地即：30 万亩

吨粮田基地、8 万亩常年菜基地、2 万亩保护菜

基地、2 万亩芦笋基地、3 万亩西瓜基地、2 万亩

渡淡基地。二是以畜牧业为突破口，调整大农业

内部结构。全市逐步形成了北部地区以肉牛为

主的大牲畜开发区，中部地区以蛋鸡、生猪为主

的食粮畜禽开发区和山丘地区以牛羊为主的食

草畜禽开发区，为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创造了条

件。

3， 抓市场，拉动“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

经过考察论证，几年来，财政先后投资 1 100 万

元，帮助新建了粮食、蔬菜、“章丘大葱”、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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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牲畜等批发市场，并且形成了规模。这些市场

发挥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全市的商品大流通。

现在，全市各类集贸市场已达到 124 处，形成了

以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国有商业和全民、集

体企业为主体，以联合体、个体工商户为补充的

流通格局和市场体系。

4. 抓开发，改善生产条件。发展“两高一

优”农业必须首先加强以治水为重点的的农业

基本建设。几年来，财政部门科学安排支农专项

基金，每年集中一块预算内外资金，坚持以工程

带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原则，投入资金 4 180

万元，着力抓了六大农业开发工程，即：引黄补

源综合开发工程、绣惠灌区综合治理工程、济王

路综合治理工程、垛庄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白云湖开发工程和 30 万亩吨粮田开发工程。这

些工程的开发，使中部地区基本形成了稳产高

产开发区，使沿黄河地区生产条件得到了根本

性的改善，为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奠定了基础。
5.抓服务，上水平。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

体系，是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保证。几年来先

后投入资金 3 200万元，帮助建成了集产品、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五大体系，即以桃花山禽饲公

司为龙头的肉食鸡服务体系；以高官寨乳品厂

为龙头的奶牛服务体系；以市食品厂为龙头的

芦笋服务体系；以棉麻公司为龙头的棉花服务

体系；以明月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果茶服务

体系。同时，积极引导农口各部门“立足农业，走

出农业”兴办服务实体，直接服务于发展“两高

一优”农业。到目前，市直农口部门已先后办起

了种子公司、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牧工商公司等

14 个服务实体，既服务了农业，又实现了创收，

现在已有 7个单位与财政脱钩。
几年来，通过大力支持“两高一优”农业，章

丘市农业经济现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主要农产品产量提高。1992年粮食虽

然遇到严重旱灾，但仍比上年增产 1.66 亿斤；

蔬菜总产量达到 10亿斤，增长 20%。

——农业效益不断增长。1992年全市种植

业投入产出由 1988年 1 ：2上升到 1 ：2.52。
——出现了一大批高产高效模式，如立

体种植模式、保护栽培模式、以粮食转化秸杆利

用为主的农牧模式、通过农林牧渔之间及其内

部能量的循环利用为主的种养加工模式、以农

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农工贸模式等。部分乡镇

推广小麦-菠菜-玉米-芹菜套种间作，一年

四收，实现了“吨粮田、千元田”。部分村靠畜牧

业致富，长期吃补贴的南部山区部分村靠发展

林果脱贫。高产高效农业已经成为农民奔小康

的致富之路。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1989 年以来，全

市财政收入以平均 15%的幅度增长，1992年一

举突破亿元，跨入了亿元县行列，连续六年实现

了财政收支平衡。

县乡财政推进科技 进步  

产 值三年翻番

四川省巴中市地处大巴山腹地，属“老、山、

穷”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特别是乡镇企业

起步晚，基础差，加上资金紧缺，科技落后，经济

效益很低，1989 年以前，总产值一直在 1 亿元

左右徘徊。1990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及财政部

门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要措

施来抓，取得了显著效果。1990 年创总产值

1.68 亿元，1992年达到 3.28亿元，3 年实现翻

一番。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以科技为先导，大力发展新产品。他们

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效益为核心的发展思路，

指导乡镇企业发展，实现两大转变，即由过去的

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由一乡一镇独

家经营向联合发展转变。一方面，改变那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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