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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潜江市浩口农技站，紧紧围绕服务办实体，

办好实体促服务，使该站由单一的管理服务型转变为

经营服务型，由“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不仅缓解了

事业经费的不足，而且推动了本镇农村经济的发展。

1991 年，在农作物种子降价的情况下，该站不仅未增加

经费，反而减少财政拨款 1.2 万元，创净利 6.2 万元。

一、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为开办实体，建设替代财

源打好基础。

该站从打破“铁工资”入手，实行工效挂钩的办法，

从 1991 年起，取消了全体干部职工的固定工资，实行

工资与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效益挂钩。年初制订任务，年

终实行百分制考核，达到一百分的拿全站平均工资，超

过或不到一百分的按比例增减。如负责技术推广工作

的，试验和示范项目完成为一百分，试验和示范项目获

市、地、省级奖的，分别增加 10、20、30 分；负责经营工

作的，完成经营任务为一百分，超利润在3 000、6 000、

10 000元的，分别增加 10、20、30分。1991 年底考核，只

有一人未达到一百分，其他职工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任

务，站里按年初的制度全部兑了现。

在改革分配办法的同时，他们还在建立内控机制，

完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刚开展经营服务时，农技站财

务管理相当混乱，种子转商多、亏损大、费用高。针对这

些问题，该站建立种子采购、收发、费用等制度。采购制

度规定：业务员采购种子，个人经营的种子不准采购；

没有《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检

疫证》的种子不准采购；发芽率、发芽势未达标准的种

子不准采购；种子纯度达不到国家规定指标的不准采

购。收发制度规定：种子入库时做到票证、数量、质量三

相符；种子发出时做到品种、标签、数量与票证相符；种

子盈亏额确保在规定的范围内。费用制度规定：采购种

子在时限内价格符合国家规定，且质量好数量足，按所

购种子金额 1%列支业务招待费；销售种子按实际入帐

金额 2%列支业务招待费。超支不补，节约归己。赊销种

子款限制在三日内收回，超过限期的停薪收款，其占用

费由经手人自己支付。凡违反以上制度出现的种子亏

损和费用支出，均由个人负责赔偿。结果，1991 年无一

例因种子质量、种子亏库造成损失的，种子费用比 1990

年下降 34%。

二、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为发展实体，建设替代财

源创造条件。

农业部门办实体，拥有技术优势和点多面广，能提

供多种形式，多层次、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的一系列有

利条件。如何发挥这个优势，为发展实体，建设替代财

源创造条件，浩口农技站主要抓了以下几条。

一是以技术咨询为窗口，大力开展科技培训。这个

站在全镇设立技术服务站 11 个，1991 年印发科技小报

10 万份，印发病虫情报 9期，农业实用手册 6 期。同时，

邀请省、地、市有关专家举办技术培训班 14 期，自办农

业讲座 48 讲。在今年早春时节还举办了规模空前的

“首届万户农民奔小康的技术培训班”。在全镇广大农

民中，掀起了一个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二是发挥示范样板作用，大力推广实用新技术。

1991 年该站共承担省、地、市下达的科研项目七个，试

验面积 120 亩，示范面积 3000 亩。在本镇南湾村三组

进行的 250 亩再生稻高产栽培试验，头季亩产 712 公

斤，二季再生稻亩产 515公斤，两季合计 1227 公斤，比

一季杂交稻增产 477公斤。全国五省、市专家学者到该

站学习取经。在试验示范的基础上，建立了高标准的

“科技样板区”，总面积 64000 亩，辐射面积 10 万亩，占

全镇农田面积 91%。在通过技术试验和示范样板的基

础上，普及了良种、配方施肥、低产田改良等各项实用

技术，为农作物种子、农药、化肥的经营推广，找到了广

阔市场。

三是以技术承包为基地，大力推广新种子、新农

药、新化肥。在宣传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同时，该站联合

供销、水利等部门，协助省、地、市农业科研单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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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植保预防、良种示范、优化施肥、高产栽培”等技

术承包，推广新种子、新农药、新化肥。去年共签订承包

合同 21 份，承包面积 2.8万亩，仅此一项，1991 年就销

售种子 3.5 万公斤、肥料 150 吨、农药 1.5 吨，获经济

效益 1
.
2万元。

三、坚持服务第一宗旨，为壮大实体、建设替代财

源拓宽经营领域。

该站销售种子过程中，以优质取胜，靠廉价占领市

场。为了把住优良品种质量关，从 1990 年 10 月开始，

他们对各种不同组合、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种子，采

取分门别类、登记挂牌的方法，在温室内进行抽样试种

鉴定，将有问题的种子及时清理除仓；对发芽率、发芽

势未达标的种子，通过精选合格后再销售。种子销售价

格，比物价部门规定标准低 10%左右。此举赢得了广大

农民欢迎，不但本镇农户购买，而且外乡、镇，乃至外

县、市的农户也到该站争相采购。1991 年销售种子比上

年增加 5 万公斤，利润也高于其他同类农技站 30 —

50%。

近几年，农民卖粮难问题时有发生，由此导致缺钱

买种。该站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采取以物换种，送货上

门的销售办法销售种子。在播种季节到来前一个月，他

们组织车辆，将种子送到各村增设的销售网点，并以农

户家中的粮食进行等价交换，然后将换回的粮食进行

加工，然后到市场上销售；对特困户直接送种到家，待

秋收后结帐。1991 年采用这种方法销售种子 20 万公

斤，从换来的粮食中获加工增值利润 1.5 万元。

广开门路，多种经营是该站开展服务的另一方面。

该站已从单一的农作物种子经营，发展为种子、农药、

肥料、激素、微肥五大门类 68 个品种的综合经营。在品

种更换方面，他们根据当地西瓜种子退化的情况，积极

从广州引进早熟、优质、高产新品种“新红宝”，新疆无

籽西瓜进行推广，在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承包方

面，既诊断又开方抓药，做到技、物结合，带种、带药、带

肥到田，包种、包管、包增产。不但方便了农民，同时拓

宽了经营领域。

坚持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社会效益第一是该站经

营服务的原则。他们在销售种子时，将购种农户的地

址、姓名、购种日期、数量以及发票号码一并登记入卡，

一份交给农户，一份留档备查。如因种子质量问题给农

户造成损失的，农户可凭销售卡到农技站索赔。另外，

他们还将种子的特征、性质、栽培要点等打印成文，无

偿发给购种农户，以便农户掌握情况搞好生产。在农业

生产大忙季节，他们还组织技术服务小组，对各购种

村、组和农户，进行巡回现场指导，处理农民难以解决

的问题。通过跟踪服务，该站在农户中树立了良好的经

营形象，提高了经营信誉，从未因种子、肥料、农药与农

户产生纠纷。

1991 年，在多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中，全站职工坚持

服务经营到第一线，技术指导到田间，帮助抗灾抢种。

种子、化肥、农药销售量超过上年，利润比上年增长

120%。全镇粮食迎来了历史上第 2 个丰收年，浩口农

技站也被省、地、市授予先进农技站称号。

简讯 华东地区召开第五届

财政监察工作研讨会

华东地区第五届财政监察工作研讨会最近在山东

省烟台市召开。会议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需要强有力的监

督管理。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形势下，加强财政监察，强化财政监督管理，显得

尤为必要。那些把改革开放与监督检查对立起来、割裂

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是相悖于当前

形势的。当前的问题不是财政监察做过头了，影响了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是在许多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做

财政监察工作的同志，任重道远，一定要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努力工作。

大家认为，财政监察作为维护财经纪律，保障财政

法规贯彻实施的职能机构，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

章制度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以维护正常的经济和财政

工作秩序。对一些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求，束

缚了生产力发展的法规制度，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

准，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把依法办事的原则性与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做到宽严适度，合理

合法。对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大局出发，勇于思考，勇

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只要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不走错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遵守社会

主义道德和法纪不腐化堕落，就要大胆支持；对积极进

行改革开放，但因经验不足，政策界限不清，出现失误

的，要帮助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成绩，找出不足，鼓励继

续前进；对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和政策，被中间截留

的，要督促归还企业，顶着不办的，亦应视为违纪；对借

改革开放之机，明知故犯，谋取私利的，要严肃查处。做

到既支持改革开放，又惩处干扰破坏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的违纪者。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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