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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洪湖市财政局在挖掘水产潜力上

动脑筋，在提高水产效益上下功夫，使富饶的湖区水上

资源变成致富的财路。去年共投资 274 万元扶持渔场

65 个，开发水产基地 24 个，面积 6.3 万亩，同时，集中

60 万元，扶持 10 个村、场立体开发面积 5 万亩，全市水

面开发总收入过亿元，农民人均开发收入在 120 元以

上，年上交财政收入近 2 000 万元，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43%。

建立精养综合高产模式。去年，财政部门把渔业发

展的主攻方向放在水面精养高产上，先后筹集 274 万

元周转金，扶持乡镇改造精

养鱼池 6.3 万亩，实行科学

养鱼，当年全市鲜鱼总产量

达到 5 300 万公斤，比上年

增长 28% ，单产由过去的亩

产 100 公斤提高到 200 公

斤，平均每亩盈利 1 000 元。

在利用水面养鱼的同时，调

整水域生产的产品结构，实

行水面综合开发，争取最好

经济效益。一是调整水面布

局，变平面开发为立体开发，

实行鸡、猪、沼、鱼、果等多元

配套模式。代家场镇谭湖渔

场有 600 亩精养鱼池，过去

单一养鱼，年产 15 万公斤，

现在他们既抓养鱼，又抓多

种经营，做到 一水多用，即

“深水养鱼、浅水植莲、堤岸

喂猪、水面养鸭、池埂上建沼

气”，效益大为提高。去年这个场产鲜鱼 20 万公斤，出

栏牲猪 100 多头，养鸡 3 万只，产水果 2 万公斤，亩平

收入达 1 000 元，一年收入相当于过去三年收入。二是

调整经营结构，变单一养殖为综合经营，实行种、养、加

（工）一条龙。黄家口镇湘口村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开

挖低湖田建精养渔塘 1 100 亩，退出 400 亩低产水稻田

植莲、种荸荠，开垦 120 亩荒坡为果园，栽梨树桔树，办

起了“香口特产食品厂”，注册商标为“洪浪”牌的莲、

梨、桔罐头年产量达 300 吨，行销省内外，每年上交财

政收入 11 万元，近百家农户齐步踏进“小康”。

推广大湖圈养和网箱养鱼技术。从长期发展来看，

提高渔业生产能力完全靠人工精养产量总是有限的，

必须充分利用大湖水面氧气充足、天然饵料丰富的优

势，发展渔业生产。去年，洪湖市财政局集中 32万元资

金在王岭渔场进行大湖圈养试验，用竹帘、尼龙网和钢

丝网围成两个圈，每 10 亩一个圈，投进鱼苗，套养不同

鱼种，用天然湖草作饵料，形成鱼食水草，鱼粪又养草

的食物链，当年圈养产量 520 公斤，这一成果被纳入国

家级“星火计划”。现在王岭“星火”已燎原，大湖圈养面

积达到 1.3 万亩，平均单产 250 公斤，实现产值 1 300

万元，创利税 700 万元。

发展名、特、优水产品养殖。一方面注重品种结构

的调整，将优质鱼的比重由 35% 提高到 48% ，并相继

建成了一批甲鱼、鲑鱼等名贵鱼种苗基地；另一方面，

强化渔民质量效益意识，

组织水产科技人员上船

下湖，将最新的渔业科技

嫁接于传统的养殖技艺

上，优质鱼套养获得大面

积成功，养殖面积达 4 万

多亩。洪狮渔业总场在财

政部门的支持 下，引进河

蟹养殖技术，实行大湖圈

养 和 塘 池圈 养，效 益 显

著，仅此一项可增收 120

多万元。

搞好产前、产中和产

后服务。发展渔业生产培

植财源是平原湖区财政

兴衰的关键。洪湖市财政

局始终 把扶持渔 业 生 产

作 为财政的一项重 要工

作来抓，从 人力、物力、财

力、技术等诸方面予以大

力支持，狠抓三个服务。一是产前资金服务。去年，市财

政局拨出 80 万元资金支持形斗湖、里湖、太马湖等地

开发十大水产基地，面积 4 100 亩，鱼池形成后，又增加

30 万元扶持购买鱼苗、食料、肥料和实施配套工程，同

时将乡镇农税、农财专管员派到水产基地包点，有效地

保证了资金使用效益。还通过联合经营、预付订金等形

式筹资 40 万元，用于大湖开发，发展圈养和网箱养鱼。

三年来，共投入资金 3 764 万元，有力地促进了洪湖财

源建设。二是产中科技服务。市财政局十分重视配合有

关部门搞好科技服务，帮助渔民走科技兴渔之路。他们

集中资金 5 万元办起水产学校和水上学校，提高渔民

科学文化素质。举办各类培训班 20 期，培训 750 人次，

通过培训使广大渔民走上依靠科技致富的道路。抓好

科技攻关，引进技术成果，在全市总结推广了垄稻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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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改良办法（垄上种水稻、栽油菜，垄沟内养鱼）。去

年汊河镇白云村实行垄稻沟鱼办法的面积有 300 多

亩，每亩增收粮食 150 公斤，油料 60 公斤，收入优质鱼

种 40 公斤，每亩净增产值 400 元。财政部门还协助科

委实施百点千户燎原工程，扶持乡镇开发科技项目 108

个，发展名特优水产养殖，建立渔业科技示范村 160

个，科技示范户 3 090 户。三是产后信息服务。市财政

局充分利用联系广，信息灵等优势，为广大渔民牵线搭

桥，引导渔民找市场，促进鲜鱼销售。去年帮助组织鲜

鱼南运北调 300 万公斤。筹资 20 万元在内荆河畔建立

了一座容量 300 万公斤的冷库，与 8 个水产加工厂配

套，实现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生产的成鱼罐头销售

国内外，创外汇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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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东阳市素称

“建筑之乡”，建筑历史

悠久，能工巧匠辈出，其

人数之多、技艺之精、信

誉之好，尽人皆知。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东

阳市建筑业也由过去一

家一户经营的小生产，

发展成为以国营、集体

为主体的群体性 、综 合

性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大

生产。为了进一步发挥

建筑业的优势，东阳市

财税局把建筑业作为

支、帮、促的重点，采取

一系列措施积极扶持，

使建筑 业 获 得 了大 发

展。现在，东阳市有建筑

施工企业 62 家（其中二

级企业 4 家，三级企业

22 家），成立 了工 业 设

备安装、水电安装、古典

园林、装饰、路桥建筑等

一批专业公司。建筑大

军达 10 万人，分 布于全

国 30 个省、市 、自治区，

还 有一批建筑工 人先后

赴苏联、埃及、科威特等

国家施工，建筑人员中

已有 2858 人取得了初

岗和中岗等专 业技术人员的上岗证书，198 人获得了

“特种作业人员”证书。东阳市建筑企业注重施工质量，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涌现了 一批质量过硬的企业和工

地，在省内外主要施工基地创出了一批优质工程，赢得

了较好的声誉。去年他们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工程质

量大检查中名列前茅。同时，建筑企业获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1991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11 723 元/ 人 ，近年来

上交国家财政收入达 1 559 万元。

建筑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阳

市人多地少，从艺人口多，建筑从业 人数占全市人口的

10.67% ，不仅 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就业门

路，而 且还促进了建材、陶瓷等行业的发展，给东阳木

雕艺术的弘扬与乡镇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建筑业的发展为东阳经济振兴 与农村事业的繁荣

作出 r重要贡献。据 1991 年不完 全统计，全年建筑职

工人均收入 2 200 多元，从全国各地带回东阳的纯收入

在 2 亿元以上，各施工企业上 交区乡镇管理费 200 多

万元，交纳其他各种费 用 100 多万元。近年来，为搞好

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文明建设、发展公共福利事业，施

工企业赞助和支持资金 1 200 多万元。 另外，由于建筑

工人遍及全国 各地，具有施工面广 ，信息 灵通的优势，

从 各地带回大量技术信息，为发展东阳经济，发展农村

各项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县乡财政浅谈 如 何搞 好

村 级 财 务管理

丁卫光

改 革开放以来，村级经济实 力迅速扩大，诸如税

收、各种集资、计划生育罚款、企业收 入 等等各种财务

收支活动日 益增加，但村级财务管理没有相应跟 上，还

存 在不少问题。 如何搞好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笔 者认

为，作为村级财务 工作业务主管部门的 乡（镇）财政所，

应 切实加强对村级财务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做好以下

四 个方面的 工作：

一、积极建 议，稳定队伍。村级干部人事变动频繁，

这是村级财会 人 员水平低、素质差、队 伍 不稳的重要原

因。乡（镇 ）财政所要积极向本 乡（镇）领导建议，对有一

定财会工作经验和财会业务水平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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