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第二职业的党政机关干部没有严格过细的

规定与约束，使全心全意从事本职工作的机关

干部，眼看着别人利益兼得，从而影响了工作积

极性。

那么，在机关干部从事第二职业现象已经

出现并且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对待这

个问题？笔者认为，既不能把它视为异端去“围

追堵截”，又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应当面

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正确的疏导与管

理。

一要明确政策、规范行为。一是各级政府和

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并制定出一整套党政机关

干部从事第二职业的政策界限。包括从业人员

的职务界限、从业范围等等。二是要明确“下

海”人员的脱钩政策。有的地方反映，机关干部

办停薪留职下海，年轻时把钱挣足了，岁数大了

回机关养老的弊端应很好解决。三是对兼职兼

薪和利用本职工作之便捞油水、挣大钱，应该有

明确规定。四是要有约束从事第二职业人员行

为的规范准则，并认真加以执行。

二要加强对机关干部从事第二职业的管理

工作。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对从事第二职业人员

实行归口管理。尤其在机关公务员制度尚未完

全实施之前，应建立机关干部从事第二职业的

申请审批制度和人事、工资、待遇管理制度，对

不按上述审批程序和管理规定的人员，不得从

事第二职业。

三要加强教育，端正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第

一职业的思想观念。各级政府应把加强对机关

干部从事第一职业的思想教育列为机关思想政

治工作的一项内容，寓教育于实际工作之中。

总之，政府部门要对机关干部从事第二职

业的现象持积极、客观的态度去对待。本着正视

现实、兴利除弊的原则，在政策制定、强化管理

和加强思想教育上下真功夫，引导它早日步入

规范化轨道，使其热而有序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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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实行农业 机械

更新补贴 政策

陶传友

黑龙江省自 1990 年开始实行大型农业机械更新

补贴政策，到 1991 年底，两年共投入更新资金 3.67 亿

元，其中，省财政投入 2 000 万元，地（市）县财政投入

5 296万元，银行贷款 5 750万元，群众集资 2.37亿元；

共更新大型拖拉机 4 386台，大型配套农具 21 608台，

大型联合收割机 793 台。大型农机具更新补贴政策的

实施，初步遏制了农业机械保有量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黑龙江省对农机更新实行补贴政策在资金来源方

面采取了以农民自筹为主，财政和银行贷款为辅，折

旧、提存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相结合的办法。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第一，集体筹资其比例不低于农机购置总值的

50%。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建立集体农业机械折旧

基金提存制度，对集体经营的农业机械每年提取机械

购置原值 5%的折旧基金；二是每年由村从集体公积金

中拿出不低于 50%的部分作为大型农业机械更新资

金；三是按亩定额提取更新资金。这些资金由村统一存

储，专款专用。第二，地方财政补贴。省财政每年从农发

基金中拿出 1 000 万元作为更新补贴，补贴比例为购置

总值的 12.5%，同时，各市（县）财政按 1∶ 1 比例配套

补贴。第三，银行贷款扶持。黑龙江省各级农行对农村

集体购置农业机械给予中期设备贷款扶持，贷款比例

为购置总值的 25%，期限 1 至 3 年。

黑龙江省在对农机更新实行补贴的同时，还注意

坚持三个结合：一是更新与恢复性修理相结合，规定在

“八五”期间动力机械以修复为主。如为了延长拖拉机

的使用寿命，减缓报废速度，改变了原来的拖拉机修理

以工时补贴为恢复性修理补贴，将补贴台数由原来的

6 000台减少到 3 000 台。与此同时，修理标准也相应提

高，要求修理后的发动机功率不低于额定的 95%，耗油

不超过额定的 3%，并对享受恢复性修理的拖拉机，当

年多给一吨平价柴油，以帮助车主加速回收投入的修

理费。二是状态更新与技术换代相结合，使大型农业机

械的机龄结构、机型结构和整体状态水平都有了明显

变化。三是更新与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黑

龙江省规定，农机更新补贴资金只能用于乡村两级农

机服务站（队）和乡村集体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型农机更

新，更新后的农机具一律由乡或村组建的农机站统一

管理。同时要求农机站本身加强管理，实行独立核算，

协调好农机经营者与用机户之间的关系，搞好农机社

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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