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项目，我们采取了由粮食基地乡报计划，县领导小

组审查，基地乡办公室核实的三步骤。并同时组织有

关农口各局的成员组成联合工 作 组，逐一 下到 基地

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的长远

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确定

优先扶持的重点项目，避免了项目选择的盲目性。近

几年，我们主要把资金投入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农田水利设施投入。五 年 来，我县财政

部门共拿出资金282万元，加强了 9 个粮食基地乡的农

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扶持重点放在节水、抗旱、排

涝等方面，大力推广管灌、喷灌，以建立节水高产田

为目标。如百善乡地下水源贫乏，无法打井取水浇灌

农作物，过去每到用水季节，该乡 有5 000亩 地只能

依靠孟祖水库下游一个长达2 430米的小型排灌两用土

渠进行灌溉，轮灌期长，水源浪费严重，还不能保证

用水需要。同时，该渠是一个排灌两用渠，下游渠底

低，自流还解决不了灌溉问题，只能截渠修坝，沿渠

建有 4 座扬水站。针对以上问题，1988年县财政局拨

出粮食专用资金34.5万元整修渠道，使原来破旧不堪

的土渠旧貌变新颜。据测算，现在每轮灌一次每亩可

节水60立方米，按每年轮灌三次计 算，一年可节约用

水90万立方米，取消沿渠扬水站一年可节约资金两、

三万元，轮灌期时间缩短一半。在此基础 上，该乡还

衬砌支渠17.2公里，做到了干、支渠 配套 ，向土地田

园化管理迈进了一步。
——抓好农机配套投入。我 县农机建设的目标是

逐步向机型规范化，作业系列化方向发展，重点开发

增产、增收效益明显的小麦、玉米 两茬平播全过程机

械化作业项目，扩大机收、机耕、秸杆还田面积。为

加快我县农业机械化进程，使耕地种、收主要作业率

达到90% ，1986年以来，由县财政部门牵头为基地乡

购置农用机械986台件。其中，大型收割机 260台，玉

米收获机92台，大中型拖拉机533台，精 量点播机101

台。由于农机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小麦收 割期由 8

—10天缩短为4—5天，夏平播从收到种不 超过 2 天，

大大提高了粮食种收效率，有利于农作物生产的保墒

争时。

——加强农业科技投入。近几年，在 扶持粮食基

地建设中，县财政部门注意加大对农业科技服务网建

设的投资比例，扶持建设了以县为龙头，乡为骨干，

队为基础的科技服务网络。本着提高县一级、充实乡

一级的原则，县财政部门支持有关部门重点抓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种子质量，扩大优种面积；

二是搞好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三是提高 农业科

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四是加强乡 级科技服

务组织建设，使之成为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科技实

体。为增强科技实力，全 县 共投资135万元购建科技

设备等固定资产，每个基地 乡建立一个科技服务站，

全县共建苗情、植保、土壤监测点250个，每年还举办

各类农技培训班 7 次，可培训技术人员300多人次。通

过增加农技投入，我县粮食新品种试验示范面积已达

12.6万亩， 9 个基地乡全部实现了农作物良种化。

——确保肥料投入。为了拓宽农业投 入渠道，增

强粮食生产发展后劲，提高粮食产量，五 年来，县财

政局共拿出资金676万元，帮助基地乡建起了7个养鸡

场、36个规模猪场和 2 个养牛场，每年可以提供优质

有机肥30万立方米。不仅促进了粮食生产发展，还为

首都市场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肉、蛋、奶，形成了一条

良性循环的农业发展路子。另外，为了解决土地肥力

结构不平衡的问题，财政部门还为乡农机服务站提供

部分周转金，缓解了农民购买磷肥资金困难的问题，

改善了地力结构，保证了粮食的稳产高产。

农业财务

集中 财力保重点
  米少先喂下蛋鸡

——老河口市财政部门择优

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黄应斗  陈有福  麻国庆

在原材料短缺、市场疲软、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财政部门如何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湖北省老河口市财

政部门的做法是：向内使劲，自找窍门，不断调整投

资政策，明确资金投向，“米少先喂 下蛋鸡，集中财

力保重点，使全市乡镇企业冲出了困境，求得了稳步

发展。1 989年全市乡镇企业完成产值5.2亿元，创利税

4 758万元。今年 1 至 8月，实 现产值4.07亿元，利税

2 947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14.8% 和14%。在财

政部门扶持的35户重点企业中，效益好和比较好的企

业达到32户，占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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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资金投向。老河口市财

政部门在支持乡镇企业周转金的发放工作中曾经走了

一些弯路，投资不少，效果甚微。主要原因是行政领

导干预过多，资金投放分散，没有把钱用在‘点子’

上。老河口市财政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了资金投向。去年以来，他们

根据本地优势，按照“选准项目，择优扶持，确保重

点”的原则，合理确定资金投向和投资比例。同时，

他们根据全市乡镇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注重配合有关

部门，在调整产品结构上作文章，限制了对49个长线

产品、滞销产品和原料紧缺、高能耗、低效益产品项

目的投资，对利用本地资源就 地加工产品，名优创汇

产品和依靠 大 工 业 协 作配 套的企 业以及 管理水平

高，经济效益好的30多家企业实行重点倾斜，适当调

整投资比重，做到有保有压。近两年来，他们累计投

放周转金800多 万 元，先后扶持了35家骨干企业，大

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今年 1 至 8 月份，这些企

业实现产值1.4亿元，创利税889万元，分别占全市乡

镇企业产值，利税的35% 和30%。
二、把握投放重点、集中使用资金.在扶持 乡镇企

业发展的过程中，老河口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全市乡镇

企业整体发展规划，把握资金投放重点，千方百计为

企业服务。（1）向农副产品开发、加工企业倾斜，

促进本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两年来，他们在调查论

证的基础上，先后投放周转金200万元，用于扶持22家

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并在信息和 管理等方 面 进行扶

持。据初步统计，两年来，老河口市共利用农副产品

为原料开发新产品46种，就地消化各类农副产品 4 万

多吨，增值3 000多万元。1989年，全市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实现产值1.1亿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26.9%。
如该市孟楼镇油厂是以芝麻、油菜籽、黄豆等农副产

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生产的小磨油曾获省优质产品

证书。1989年以来，老河口市财政部门根据该厂原料

来源充足，但生产能力低，规模效益差的实际，先后

投放周转金35万元，帮助该厂扩大生产规模，使该厂年

产量由原来的300吨扩大到1 000吨，每年可转化 农副

产品350吨，今年 1 至 8 月，孟楼油厂已实 现产值606

万元，创利税11.4 万元。（ 2）向名 优创汇 产 品倾

斜。1989年以来，他们对全市名优产品进行分类，把

34个名优产品和创汇产品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先后投

放周转金124万元，作为扩大名优产品生产规模的发展

资金。今年前 8 个月，全市乡镇企 业名优、创汇产品

共创产值7 500万元，利税5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0%和30%。如仙人渡毛 巾 厂 生产的 “仙人”牌等

系列毛巾，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曾在国家 乡镇企业出

口产品展销会上被农业部评为出口合格产品。随着市

场销售量的不断扩大，该厂原有生产能力已满足不了

市场需求，他们深入企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助完

善设备配套，新增织机30台，使该厂生产能力由60万

条扩大到100万条。（ 3）向与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企业

倾斜，加强横向联合。去年以来，他们注重利用财政

部门信息灵敏、联系面广等特点，诚心实意地为企业

穿针引线，当好“红娘”，促进企业联销联营，相互

配套发展。两年来，他们先后投放周转金140多万元，

扶持47家乡镇企业围绕大厂找出路。一是利用壁邻优

势与国营大工业配套；二是与市区工业配套，三是与

外地工业配套；四是乡镇企业间相互配套。通过协作

配套，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今年 1 至 8 月份，建立

协作配套关系的17家企业，产值利 税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呈上升势头。

三、推行“一包两挂”，提高投资效益。在明确

资金投向，把握投资重点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他们对扶持乡镇企业蹲点包户的

财政干部实行了“一包两挂”责任制，即：包效益目

标，干部职工的奖金、下乡补助与企业效益好坏挂钩，

充分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包点包效积极性。今年 1 至

8 月，由实行“一包两挂”责任制的包点干部负责的

35家企业户户无亏损，厂厂增盈利，实现利税分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31.5%和18%。如仙人渡塑料厂产品销

路广，经济效益好，但因资金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

展，财政所驻厂干部积极向所领导反映情况，及时投

放周转金14.5万元，并帮助企业建立资金、财务、产

品质量管理等制度，保证了资金的合理使用。今年头

8个月，该厂实现产值 137万元，比 去 年同 期增 长

17.1%，创利税13.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1 倍。

再如赞阳财政所在落实 “一包两挂”责任制过程中，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主要目标，实行了项目论证、

监督资金使用和按期回收一体化管理办法，大大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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