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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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