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考察论证后，投资 28 万元，建起了沸石加工厂，变原

料为半成品，每吨价格 1 40 元。去年该镇沸石加工收入

达 52 万元。二是资金管理。采取跟踪问效，定向、定效、

定期、定责，保证专款专用，及时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

资金投放效益。三是经营管理。帮助龙头企业和服务实

体建立“内部银行”，推行“工效挂钩”等管理办法，并利

用各种形式加强对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了会计工

作“抓基础、达标准、上等级”活动，加强内部核算。帮助

事业性单位兴办的服务实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去年市直

属 38 家龙头企业，家家盈利。

（三）政策保护。对经营比较好的龙头企业，我们不

鞭打快牛，坚持按承包合同办事。市直属 38 家企业在第

一个承包期内实现利润比规定的承包利润增加 1 063 万

元，我们仍严格执行了合同规定，把增收的部分留给了

企业。对遇到特殊困难的龙头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

贴。如市肉联厂，1989 年在粮贵猪贱的市场形势下，因

对生猪实行保护价收购造成企业亏损，我们拿出 2 15 万

元，投放到这个厂，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又保护了

农民养猪积极性。

三、开辟四条渠道，广泛筹集支农资金

我市地方财力有限，而且 80% 左右要用 于吃饭，资

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了确保支农资金的落实，我们

在生财、聚财、用财上 下功夫，广泛筹集资金，使支农资

金平均每年以 19.2%的幅度递增。一是大力压缩行政

经费和其他非生产性开支。在预算支出安排上，坚持强

农固本的观点和过紧日子的思想，确保每年支农资金支

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当年支出水平

高于上年的支出水平。“七五”期间，每年压缩非生产性

支出都在 5%左右，压缩的资金全部用于扶持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上。去年支农支出比 1989 年增长 21.2 % ，比

全市预算支出增长幅度高出 4.1 个百分点。二是挖掘资

金潜力。在坚持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的前提下，对预算

外资金实行集中代管，纳入“收 支两条线管理，对形成的

沉淀资金，穿插调剂使用，融通搞活；对预算内资金科学

安排、合理使用，充分利用时间差，提高资金效益。去年，

通过各种形式，挖掘资金潜力达 1600 万元。三是新增农

业发展基金征集项目。在落实好上级农业发展基金征集

项目的同时，新增个体屠宰生猪资源费、水资源费等，还

建立了畜牧业发展基金。开征两年来，征集资金 1 170 万

元。四是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主要是由乡镇财政所和经

管站配合，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入会资金统一管理，

定向使用。目前，全市 27 处乡镇全部建立了基金会，资

金规模达 4 4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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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粮食生产

广东省三水县财政局

三水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北角，人口 33.2 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 23.2 万人；总面积 828 平方公里，共有耕地

38.75 万亩，其中水田占 30.65 万亩。系广东省商品粮

生产基地之一，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 7 万多吨，

农村人均 3 1 1 公斤。十年改革开放，三水经济获得长足

发展，在工业生产迅猛崛起的同时，农业生产不断得到

巩固和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并创历史水平。三水县

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措施是：

一、坚持稳定的农业投入。“七五”期间，县财政用于

支农支出达 68 18.53 万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 16.

9% ，平均每年递增 40.97%，超过同期财政支出平均递

增速度 9.12 个百分点；支出比重由 1 986 年的 1 4.2% 上

升到 1990 年的 1 8.6% ，支出总额由 1986 年的 533.2 万

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2 1 05.5 万元，增长近 3 倍。在此基

础上，县、镇、区、村四级一同增加投入，如在 1990 年全

县各级对农业投入资金总额达 337 1.1 万元，其中镇级

投入 911.86 万元，管理区级投入 130.13 万元，村级投

入 223.55 万元。由于坚持对农业生产稳定而逐年增加

资金投入，促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连年增产，

农民得到了实惠。

二、加固堤围，兴修水利。三水县位于西江、北江、绥

江三江汇合口并由此得名。昔日三水水灾、水疫严重危

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严重影响着经济

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七五”期间，县财政投放加固

堤围资金达 1600 多万元，市补助 606 万元，加上省直拨

款整治樵桑联围 2 1 0 万元，省市县三级投入资金共计

24 16 万元，年均投入额达 483.2 万元，主要整治、加固、

培修了安乐围、大塘围、瑞岗围、木棉围、樵桑围等。与此

同时，五年各级财政投入兴修农田水利资金达 950 万

元，其中县财力安排 596 万元，主要支持村镇进行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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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站的维修、更新、调整、改造，整治排灌系统、水利涵

闸、山塘水库等。据统计，目前全县堤围全长 255 公里，

有大小机电排灌站 7 1 0 个，总装机容量 4948 1 千瓦，有

效灌溉面积达到 98.5% ，旱涝保收面积达到 9 1.34 % 。

兴修水利有效地确保了粮食增产增收。

三、全面整治，改造低产田。1 987 年前，全县中低产

田近 10 万亩。1 989、1 990 两年中，三水县投入专项资金

252 万元，同时带动村镇自筹资金投入 5 1 万元，掀起了

一个群众性的改造低产田的高潮。在改善水利设施的同

时，还大力推广“插植杂优稻，冬种绿肥，早造疏播育秧，

尼龙膜盖秧，配方施肥，化学除草，浅灌晒田，灭鼠防病”

等一 系列水稻栽培配套的规范技术。据有关部门统计，

1988— 1 989 年，通过改造的低产片田，增产粮 食 480 万

公斤，平均每亩增产 45 公斤。

四 、普及农业科技，推广杂优水稻。为鼓励和支持农

民种植杂优水稻，三水县以各镇农办为核心，镇长亲自

挂帅，分片包干，镇、区、村层层抓落实。各级财政部门每

年都拿出资金来补贴，市、县、镇三级每斤种子补助 3—

4 元。 1 989— 1 990 年，各级补贴杂优种子金额达 400 万

元，其中县财力占 230 万元。与此同时，他们抓好试点，

以点带面。金本镇 1989 年插杂优水稻 1.7 万亩，占总插

面积的 76.2% ；1 990 年插杂优水稻 2. 1 6 万亩，占总插

面积的 89.6%。该镇近两年来推广杂优水稻居全县之

冠，稻谷单产也连续两年居全县之冠。财政部门每年还

拿出 1 0 万元，鼓励农民广种绿肥（如种植紫云英、苕子、

麦豆等），全县每年冬种绿肥 2—5 万亩，用以增肥改土，

提高地力，增产粮食。同时他们积极推广早稻疏播育秧、

尼龙膜盖秧技术。每年县财政拿出 30—40 万元补贴农

膜，1989 年全县疏播农膜盖秧达 1. 15 万亩，1 990 年增

至 1.78 万亩。

五、完善农业服务设施和体系。近几年来，县财政每

年都挤出资金安排经费，逐步完善县、镇两级农业科学

技术服务体系。据统计，五年来县镇两级共举办各种农

业技术班 1 039 期，先后培训农业技术干部人数 13.12

万人次。全县 99 个管理区，以县为龙头，由县财政每年

补助经费 1 2 万元，组建了一支 10 1 人的农民技术员队

伍，指导科学种田。全县 1 1 个镇均建立起病虫测报网

点，县财政先后拨款近 10 万元帮助添置器械设备，以提

高测报技术水平。财政拨款近 1 0 万元支持各镇建立健

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培训中心，1 990 年县财政拨款

80 万元、省支持 15 万元，新建三水县农业技术培训、推

广、服务中心大楼。与此同时，县粮食部门积极配合，共

同做好粮食产后服务工作，疏通粮食流通渠道，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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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小水资金管理方

面，吉林省集安市采取了“项目统

一确定，资金统一管理，工程统一

验收”的管理办法，使有限的小水

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七

五”期间，财政投资 297.2 万元，

共完成小农水项目 25 1 个，基本

做到了资金投向合理，项目保质

保量。其具体做法是：

一、严把工程项目确定关。集

安市财政局和水利部门一起研究

制定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呈报程序和审批原则”。呈报程

序，即次年工程必须在当年年末

前由受援单位以书面形式报当地

水管所和财政所，两所认为 可行

后，再联合形成书面材料，并附受

援单位申请，报 市水利局和财政

局。项目的审定程序和原则是：水

管和财政两局抽调一定的主管人

员和技术人员，根据水管和财政

两所申报的项目申请逐项调查设

计，然后再根据财力状况和项目

的轻重缓急报经主管市长同意后

统筹安排。在项目审定过程中，坚

持四不安排原则。即：未达到非治

理不可程度的工程不安排；小型

工程乡村能自行解决的不安排；

受援单位群众积极性不高的不安

排；自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的不安排（贫困村除外）。

二、严把资金使用审查关。项目确定后，集安市财政

和水管两局联合下文将工程项目和补助费指标下达到

各乡镇财政所、水管所。由财政所负责对资金使用进行

监督检查，水管所负责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督检查，并将

资金使用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在资金的使用管理方

面，主要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1、签订小水专项资

金跟踪反馈项目合同书。对每笔小水资金的使用都分别

与有关乡镇财政所签订此合同。此合同一式五份，签订

后财政局留存一份，其余四份随指标文件一同返给有关

财政所，待工程结束验收合格，验收入和被验收单位签

字盖章后，由财政所分别报送市财政局和水利局各一

份，财政所和水管所各留存一份。2、坚持先花自筹，后支

国投的原则。集安市财政局要求各有关财政所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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