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和农户投入为主体、部门支农资金为 补充的农业

投资新机制。

五、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犍

为县一直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增

强农业后劲的大计。近几年来，坚持落实农村每个劳

动力每年投15—20个工日的劳动积累制度，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投资近千万元，修 建各种水利工程2 459

处，总蓄水量达1.6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 22.5万亩。
其中，兴建水库75座，水电站 6 处，电 灌站167处，装

机 2 万千瓦。投工82万多个，改造 了中低产田土2.4
万亩，造林25万亩。同时，每亩耕地平均施用化肥实

物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分

别比1979年增加48% 、73.8%和1.6倍。为增强 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增添农业发展后劲奠定了基础。

六、健全服务机构保 证 发 展。为了落实技术服

务，犍为县建立了县农技推广中 心和 49个 乡镇农技

站，配备村级农技员348人，选定科技 示范户 8 210户。

供销、农机、水利、粮食等部门的基层单位，也积极

开展物技结合、供购结合的多 形式 服 务，发 挥“纽

带”作用。全县先后建立了直接为粮食生产 服务的组织

213个，7200多人，及时有效地为粮食生产提供科技、植

保、机耕、灌溉、购销等系列化服务。全县基本上做

到了 “六个服务”，即提供良种服务、进行水利、水电

服务、开展技术服务、组织植保服务、组织生产 资料

供应服务，使农户的粮食生产有了可靠的保障。

农业财务实行工程造林效益好
许克仲

北京市昌平县地处北京市近郊，依傍燕山山脉南

缘，有山场面积98万亩，其中宜林荒山30万亩。该县

是著名的明十三陵和十三陵水库所在地，又是去八达

岭长城旅游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来，为了绿化首都，改善北京自然环境，

每年昌平县都组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是，由于

“大拨轰”的造林体制和缺乏一系列管林、护林的保

证措施，1987年以前该县造林质量低，保存面积小，

形成 “年年造林不见林，浪费人力和财力”的局面。

根据该县1979年的调查，建国30年全县人工造林总面

积达47万亩，早已超过全县宜林荒山总面积，而实际

成林面积只有2.1万亩，保 存 率仅为 4.76%。1986年

县财政局在进行支农资金 检查中了 解到， 1982年至

1985年的 4 年间县财政部门下拨造林 补 助费164.5万
元，应绿化荒山16.5万亩，实际绿化保存面积只 有6.4
万亩，保存率为38.8%。由此看出，盲目 造林，粗放

造林，只造林不管林的现象如果继续下去，要达到绿

化荒山的目的是很困难的。为此，1987年昌平县财政

部门对植树造林资金的管理进行了大胆改革，实行工

程造林。即，按照工程建设管理的方法，对造林资金

的安排使用、造林质量的检查考核、造林技 术的应用

等进行系统化管理。具体做法是：

一、实行审批制度。荒山造林是一个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结合的生态工程，必须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同

时进行。因此，县财政部门要求造林 单位必须集中力

量，有计划、一条沟、一面坡地定点造林，既要有数

量，又要保质量。每年造林前，乡主管部门必须制订

并上报工程造林的实施方案，由县财政局和林业局对

其人力、财力、物力、自然条件、苗木准备和人员组

织及技术状况进行全面审核，并根据财政资金安排情

况和确定的当年造林面积进行审批。

二、签定造林合同。对批准的工程造林项目，县

财政局和林业局与造林单位（乡政府、乡林业站、乡

财政所）签定工程造林合同，进一步明确双方责任和

义务，提高造林的计划性和科学性，加强造林者的责

任心，以利于保证造林质量，提高造林成活保存率。

三、改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行工程

造林后，根据实际情况县财政部门改变过去撒胡椒面

的做法，把补助标准由每亩10元提高到 每亩20元。同

时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将投资与效益挂钩，

即：对造林所需资金先以周转 金的形式 借给造林单

位，三年之内每年检查一次，视情况确定 借款数额，

第三年再按实际成活保存率将周转金转为投资。具体

是：以成活保存率达到85%为基数，达到 85%，借款

全部转为投资；每减少5%，少 转投资 10% ；成活保

存率在40%以下的，造林单位必须归还全部借款，逾

期不还的加收10‰超期占用费；成活保 存率提高5%，

奖励投资10%。由于有奖有罚，奖罚分明，调动了造

林者的积极性。1987年昌平县采取这种办法造林8 079

亩，三年后平均成活保存率达86%，比前三年的成活

率提高47.2%；每亩保存面积财政投资 20.29元，比前

三年的每亩投资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到1990年底，昌

平县共实行工程造林4.76万亩，可为 国 家 节 约资金

25.27万元。

工程造林办法的实施，解决了昌平县多年来未解

决的植树造林事前无计划，事中难 检查，施 工满天

星，质量没保证的难题，为造林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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