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奎同志，一个一个地看完展室，连连不断地称赞

这次“展交会”，办得出乎预料，真是太成功了，

建议以后每年都要办，最好是一年办两次。

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财政部门以科技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帮助

乡镇企业提高科技意识，引进先进技术，逐步把

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

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从根本上培植财源的

举措。

要走出财政困境，财政部门再也不能仅仅

满足于单纯的收收支支了，而应当想方设法，跳

出单纯收支型财政的圈子，从多方面扶持生产 ，

真正在发展经济的大舞台上建设财政。

目前财政十分困难，要拿出很多资金去帮

助乡镇企业上速度上规模是财力所不允许的。

而以新技术为突破口，花少量的钱，提高乡镇企

业的科技含量，调整好乡镇企业的产品结构，提

高乡镇企业的效益，实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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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挖掘潜力，开拓门

路，坚持靠科技翻身，活

跃生产经营，收到了明显

的效果。

湖北汽车传动轴厂

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

姻，共同开发名优产品。

该厂属国家机电部定点

生产汽车传动轴的专业

厂家，3 年 来，该厂与华

中理工大学、湖北省锻压

技术开发中心等科研单

位建立协作关系，共完成

重大攻关项目 25 项。 该

厂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利

用先进技术 开发名优产

品，先后开 发了 V 2 1 1 0、

拉达 2105、伏尔加半轴

M 24— 1 0、波罗乃兹等 20

余种以 微型车零件为主

的新品种，从而保证生产

稳步发展。 1 991 年 1 —— 10 月，该厂实现工业

产 值 1 1 3 1.4 万元，利税 107.7 1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同期增长 20.2%和 27.5%。

湖北链条厂是一个生产经营机械链条的厂

家，该厂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研制新特产品。

1 99 1 年年初，在市场调查中，他们发现华北、东

北地区作标准链条短缺。根据这一调查结果，该

厂链条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半个多月

的奋战，终于设计出“208B”、“216A ”等 8 种非

标准链条，并立即投入生产。新产品投放市场，

受到广大用户欢迎，销售收入达 150多万元。该

厂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组织技术力量，先后开

发新特产品 19 个，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新开辟

用户 110多家。到 1991 年 10 月底，该厂仅国内

销售额就达 603 万元，比 1990 年同期增长 5 倍

以上，从而摘掉了亏损帽子，并盈利 4 万元。

湖北化油器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强

技术改造，提高产品合格率，增强后劲。“七五”

期间，该厂先后投资 450 万元进行全面改造，建

成了5 000 平方米的半封闭式总装大楼，安装了

4 条组合式流水装配线，使化油器总成年装备

能力达到 50 万只；还建成了空压机站和恒温试

验室，改造了壳体、金工、压铸、电镀车间，更新

改造设备 1 94 台套，使压锻能力由年产 9 万只

扩大到 50万只。技术改造既扩大了生产规模，

又优化了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质量。推广应用

数控机床设备和技术后，化油器下体零件合格

率由过去的 50%提高到 90%以上。抽检结果表

明，总成合格率 100%，零部件合格率 95%以

上。目前，这个厂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1 99 1 年

1 至 10 月，共完成产值 2 564 万元，实现销售收

入 2 200 万元，利税 400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

同期增长 15.1 % 、26.5%和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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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点，依靠科技进步，争创优质产品。早在

1987 年该厂就投资 400 万元，进行大规模的技

术改造，填平补齐配套设备， 形成了年产毛巾

2 000万条，年产值2 000 万元，利润 150 万元的

规模。该厂还引进先进毛巾织造技术，采取到大

专院校学习和请专家来厂指导相结合的办法，

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提高产品质量。1991 年

10 月在湖北省十堰市举行的全国毛巾被产品

设计百花奖和配套产品大奖赛上，该厂几种产

品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截至 1991 年 1 0 月

底，该厂共创 2 个部优产品、3 个省优产品，获

全国优秀设计奖 20 个、全省设计奖 30 个。仅

1991 年 1 1 月 7 日，用户到该厂签订的购销合

同就达 300 万元。

科技兴财
大力支持科技兴农  

强化服务体系建设

李民功  马自学

兴农必先兴科技。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

经济，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

要意义。“七五”期间，甘肃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

农业生产，把科技兴农提到全省经济工作的重

要议事日程，做到了思想上重视，政策上扶持，

组织上保证，工作上加强，初步形成了领导抓科

技，部门管科技，千家万户用科技的热潮。在具

体措施上，坚持以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适用技

术推广为重点，双轨承包为手段，提高效益和建

立与农村经济紧密结合的科技运行机制为目

的，以形成全方位推广应用农业适用技术的整

体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1 988
——

1990 年粮食产量连续 3 年创历史最好水 平，总

产量在 1987 年 52.93 亿公斤的基础上，
1 990

年达到 68.66 亿公斤，三年增产 1 5.75 亿公斤；

人均占有粮食由 503 斤提高到 6 1 4 斤；农业总

产值由 46.2 亿元提高到 56.2 亿元；乡镇企 业

总产值达到 62.4 亿元；农民均纯收达到 403

元，3 年净增 1 00 元。全省农村经济保持了持

续、稳定、协调、全面发展的好势头。

一、加强宏观领导，全面推动科技兴农工作

的开展

结合农业发展实际，甘肃省委省政府紧紧

把握住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的方向，把科技兴农

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政策，全面落实到农

业生产实践中。一是广泛宣传动员，使广大干部

群众充分认识科技兴农重要性，极大地增强科

技兴农意识。二是建立科技兴农的指挥体系。大

多数地县都成立了由政府或党委主要领 导和职

能部门组成的科技兴农协调领导小组 ，抽调精

干人员组成办事机构，乡（镇）配备科技 副 乡

（镇）长，村组新增了科技主任，使科技兴农工作

层层有人抓，级级有人管。三是扎扎实实抓落

实。各级政府把科技兴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

从主要领导到一般干部和技术人员，由县到 乡，

由组到户，自上而下层层包服务，并将各项任务

指标层层分解，逐级签订承包合同。几年的实践

证明，凡是强化领导，加强科技搞得好，引导得

力的地方，科技兴农搞得就好，农业就能保持稳

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就能得到稳定提高。

二、多方筹集资金，不断增加对科技 兴农的

投入

科技兴农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做保证。在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中，甘肃省除了鼓励农民投

入这个主体外，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千方 百计

筹集资金，增强科技投入。1 984— 1 986 年，省财

政为增强农业后劲每年拿出 500 万元用于农业

科技，从 1987 年开始每年拿出 1 000 万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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