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围绕扶贫工 作  

服务山 区 开发

高 峰

湖北省蕲春县大同镇财政所注重职工教育，培养了

一批苦干、能干、实干的财税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1987 年以来，连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文

明单位”、“党风建设先进集体”，地区行署授予“财税工

作先进单位”，还被评为全省财贸系统“优质服务先进集

体”。最近两年，又连续被授予“全省财税系统先进集体

红旗单位”的称号。

既抓廉政，又抓勤政

大同镇财政所始终把培养干部廉政作风，作为基层

所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自立家规，内控外监，健全

约束机制，使全所同志都做到了不乱放资金、不计划外

生育、不打牌赌博、不营建私房、不受贿吃请。

在坚持廉政理财的基础上，把这个基本功推进到加

强勤政 上来。为克服所里人 手少、地域范围广、工作任

务重的困难，该所干部职工注重练好“三功”：一是练“脚

功”。大同镇开门就见山，出门就爬坡，职工练就了一双

铁脚板，起早上山，摸黑回所，经常是中午吃“碰碰饭”

（赶上时间才有吃的）、晚上睡“挤挤铺”（在农户家搭

歇），全年平均每人每天行程达 40里，把工作做上山，做

到户。二是练“手功”。所里只有 11 名同志，在人少事多

的情况下，所里打破常规，内勤外勤统一安排，成为多面

手。就连炊事员，也在做饭、种菜、养猪的同时，学会了

两税征收、资金投放、入库报解等业务。三是练“夜功”。

白天，大家上山爬坡，服务基层，大量的帐务就挤在晚上

做。1991 年 1— 12 月，人均加班 138 次，克服了人手不

够的困难，顺利完成了各项财税征管工作。

把“买口粮”的钱用来“买种子”，抓好开发性扶贫

过去，扶贫工作只是单纯搞生活救济，为贫困户捐

款捐物，耕田割谷，借钱买粮买衣，结果搞了多少年，还

是缺吃少穿。为把救济式扶贫深入到开发性扶贫上来，

变苦熬为苦干，增强造血功能，大同镇财政所实现了三

个转变：一是转变资金投放结构，压缩救济资金比重，扩

大开发资金比重。二是转变扶持对象，由过去扶持集体

个体并举转到重点扶持村级集体场园、连片开发上来。
1 991 年投放总额 37.5 万元，其中投放到新开发的集体

场园 28.1 万元，占 75%。三是转变投放项目，促进财源

开发，使山区既能稳定地解决温饱，又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在近两年投放的资金中，培植财源的项目由 54 个增

加到 63 个，投放到长短并举的山上项目由 48 个变为

65 个，加快了开发性生产的步伐。

抓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大同镇财政所注重把管理工作跟上去，着力把住三

关，做好产前产后服务。一是严格论证把好立项关。通

过调查分析资源优势、劳力素质和技术基础，把准立项

方向。如唐山村有做斗笠的传统技术，山上又有竹子，

发展家庭竹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他们及时借给

0.7 万元周转金，由各家各户作为第 一车间编斗笠壳，

中间产品由村统一收购进行二次加工，很快见了成效。

1 99 1 年下半年该村做斗笠纯收入 1 5 000 元，当年就还

清了借款。二是加强产前服务把好资金运用关。去年，

全镇群众勒紧裤带，开发了不少蚕桑、板栗、茶叶、药材

基地。为了确保买好苗，栽下去，所里派人带着钱和村

干部一起跑。去年初，大雪封山，几位同志下蕲州，跑罗

田，奔安徽，买种苗、选种子，共购回 10.5 万元的种子种

苗，有效地防止了专项开发资金被挪用。三是加强产后

服务打通销售关。凡是财政投放了资金的产品，他们都

派人通关开路，保证及时卖出去，并卖个好价钱。茶叶

是大同的大宗农副产品，去年，财政所帮助 10个村共联

系销售茶叶 2 500 多公斤。由于拓宽了管理范围，资金

投放效益明显提高，去年投入 37.5 万元，当年收回1 4.3

万元，还收回老欠 5 万元，扶持的项目增加税收5.5万
元。

抓点带面，加快开发步伐

为搞好重点帮扶促，财政所实行住点包户责任制，

重点联系了 11 个贫困村和 110 个贫困户，同他们签订

合同，建立档案，定生产项目、定扶助资金、定效益指标、

定联系人、定脱贫时间。经过 5年的努力，已有 5 个村和

99 个贫困户脱了贫。两河村是财政所的主要扶贫点，所

里扎扎实实地在点上办了 12 件实事。采取借、挤、筹的

办法解决资金 10.5 万元，动员农户投工 12.2 万个，修

建了一座生产桥，结束了农民脱鞋过河种田的历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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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了一条长 4 000 米的机耕路，解决了农副产品运输

难；建成了一堰一渠和一个提水站，解决了 598 亩“望天

丘”的灌溉；栽杉、栽桑、种板栗，新辟了一片 800 亩的育

林基地；扶持办起了综合商店、面粉面条加工厂等 13 个

企业。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努力，自 1988 年全村粮食总产

跨过百万斤大关，由吃供应粮变为自给有余。去年在严

重受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比历史最高的 1990 年增加

2 000斤。现在每年企业收入可上交积累 5—6 万元，农

民人平纯收入由 1986 年前不到 300 元增加到 420 元。

住点的实践活动，丰富了理财思路，有力地促进 了

面上的财政扶贫工作。在面上，财政所同方方面面的扶

贫开发措施形成合力，全镇建基地、办场园、开田造地的

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去年全镇开田造地 282 亩，所里按

政策补助了 1.43 万元，新开集体桑园、栗园、茶园、药材

园共 6 121 亩，栽杉树 1 万亩。为了促进场园建设，他们

扶持了资金 28.1 万元。预计到 1993 年大部分场园受益

后，全镇财政收 入可由 70 万元增加到 110 万元，到

1995 年，可实现 150 万元。

县乡财政“三抓”见成效  
渔业上台 阶

玫昆仑

湖北省嘉鱼县紧靠长江，是一个仅有 30 万人口的

小县。全县拥有水面资源 36.8 万亩，其中可养水面23.6
万亩。近六年来，该县财政部门在开发水面上做文章，

在挖掘水产潜力上动脑筋，在提高水产效益上 下功夫，

具体实行了“三抓”，使县渔业生产每年都保持良好的增

开势头。1991 年，全县放养水面扩大到 14.56 万亩，比

1984 年增长 62.37%。鲜鱼总产量达1 572万公斤，比

1984 年增长 3.68 倍，人均鲜鱼占有量高达 53公斤，被

农业部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县。

一抓产前资金服务，促渔业水面开发。该县财政局

吸取前几年支农资金投放“撒胡椒面”，效益不佳的经验

教训，结合本县实际，把准资金投向，扶持渔业水面开

发。在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几年来投放各项水产资金

585.86 万元，开发水面 4.68万亩。为加强鱼池改造，巩

固已开发的水面，县财政局还先后投放了 3.65 万元的

扶持资金，狠抓了精养鱼池 8 500 亩和大湖围栏 1.23

万亩的开发和管理，对塘堰等进行了浅改深、小改大，巩

固和拓宽了渔业养殖水面。为鼓励开发，该县财政局规

定每开发 1 亩鱼池可借财政周转金 100 元，并免征新鱼

池第一年的特产税。陆溪镇新港村 13 户农民利用冬季

联合开发精养鱼池 200 亩，3 年还清周转金和其他债

务，并且交纳特产税 8 000 元。财政局把这个典型向全

县推广，农民联合开发热情高涨，精养水面又扩大 1.36

万亩。

近 6 年来，全县 16 个乡镇（场）为国家提供商品鱼

1 800 万公斤，向国家交税款 450 万元，既壮大了集体经

济，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二抓产中科技服务，促进渔业生产。县财政局十分

重视配合有关方面搞好科技服务，帮助养鱼户走科技兴

渔之路。一是主动配合县水产局、科协举办了 43期培训

班，参加培训渔民达 1 100多人。为了提高培训效果，有

时还把培训班办到池边、塘旁，进行现场示范讲课。二

是狠抓科技攻关，实行科学养鱼。1990 年，县财政局协

助县水产科研所进行了美国叉尾鲌繁殖、鳜鱼繁殖等 9

个项目的试验，其中有 3 个项目被列为国家“星火计

划”，1 个项目被列为国家攻关项目。目前有的试验已获

成功，如成功地孵化了美国叉尾鲌6.1 万尾，生产成鱼 1

500 公斤，获纯利 7.1 万元。三是发挥科技示范户的作

用。县财政局协助科协在全县建立了渔业科技示范户

2 10 户，起到了树立一户，影响百户；搞好一池，带动一

片的作用。四是应用科技上单产，注重提高放养鱼种的

规格和优质品率。1990 年投放鱼苗尾重 550 克，比上年

增重 9.2%，全县优质鱼投放比例也由上年的 25% 上升

到 33%。

三抓产后信息服务，促进鲜鱼销售。为解决渔民卖

鱼难的问题，县财政局注重抓信息，摸情况，搞活水产品

流通渠道，促进鲜鱼销售。一是抓鲜鱼销售量的摸底工

作。在成鱼即将出池上市前，依据渔户登记卡摸清鲜鱼

上市总量，再与渔户核实已落实的销量，最后确定财政

帮助销售的鲜鱼待销量。二是传递信息，组织鲜鱼销

售。财政局充分利用自身联系面广，信息灵等优势，传

递信息，联系销售大户，组织鲜鱼北调南运。几年来，县

财政局共帮助渔户销售鲜鱼 240 多万公斤，帮助销售甲

鱼、鳜鱼等名特优水产品创汇 132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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