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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基金（以下

简称农发基金），是取之

于农，用之于农的一项专

用基金。自1988年国务院、

省政府关于建立农发基金

的通知下发后，我市四县、

郊矿两区及其所属乡村三

级都建立了农发基金。到

今年 5 月底，全市累计筹

集农发基金6925.1万元，

其中县区级筹集2073.6万
元，乡镇级 筹 集688.5万
元，村级筹集4163万元。

三年来， 已有6488.8万元

农发基金投入使用，有力

地促进了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一、 农发基金筹集、

管理和使用情况

（一）农发基金的筹

资来源。根据国务院和省

政府的有关规定，目前我

市已落实的筹资来源有：

已征收的耕地占用税、农

林特产税县区留成部分；

当年县区预算安排的农发

基金；以款顶义务工的劳

动积累工款；县办国营、

集体、 工商企业从农村录

用的临时、合同工人按人

每月提取 3～ 5 元的管理

费。此外，个别区县还从土地补偿费 、 违法占耕地罚

款、集体原有设备折旧费、水资源费、 乡镇企 业管理

费和减免税、菜田补偿费、菜农返销粮差价补贴款、 农

村土地和企业承包费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农发基金。

（二）筹集农发基 金的做法与管理。一是加强领

导，建立协调机构。到1988年底，各县区 已普遍建立

了农发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政局的农财股；

乡村两级也分别明确了管理部门和专管人员。二是制

定筹集计划
。

各县区根据农发基 金的筹集来源和提取

比例，年初都制定了筹集计划，由基金领导小组落实到

各个应缴基金单位。三是推广典型经验。我们先在井

陉县抓了农发基金筹集、管理的试点，而后召 开了县

区主管农发基金的负责同志参加的现场会，推广了井

陉县帐簿设置、 计划措施、岗位责任制、 报表等规范

化管理的经验，从而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开展。四是建

章建制。在推广井陉县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全市统一

了帐簿、科目、报表的设置，各县区 在农行开设了专

户，县乡村三级都落实了管理措施和核算制度。五是

抓了筹集措施的落实。为了落实筹集计划，各区县多

次召开有关部门协调会，使筹集工作 与拨款、收税有

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多数县区都制订了筹集管理农

发基金奖惩办法，调动资金管理和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三）农发基金的使用。农发基 金的使用，本着

渠道来源不乱、用途不 变、 相对集中、 重点使用、有

偿与无偿相结合的精神，与支农资金统一管理使用，

分别核算，分别建帐。具体投放由农发基金领导小组

或农业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经县（区）财政局农财股

和乡财政所考查，报县区基 金领导小组批准后，签定

合同，按工程进度拨付使用。

我市农发基金使用范围，主要是农 业开发、粮食

生产发展的关键项目，如农田水利建设、 良种繁育、

技术推广、中低产田改造、植物保护、 副食品基地建

设等。建立农发基金三年来，我市利用这项资金共开

发土地14.6万亩，改造中低产田6.9万亩，营造 防 护

林、 经济林 8万亩，修建防渗垄沟17.2公 里，打井68

眼，新增灌溉面积15万亩，改善 灌溉 面积27万亩。项

目范围内增产粮食110.7万公 斤，新 增小麦、玉米种

子23万公斤，向社会提供畜产品24万 公斤，提 供干鲜

果品 8万公斤，收到较好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建立农发基金的好处

一是拓宽了支农资金渠道，减轻了财政负担。井

陉县县级支农资金每年平均投入500万元， 才能基本

适应农业发展低水平的需要，而县财政安排和上级追

加该县支农资金每年最多不 过 200万 元，其中县级预

算安排数只有30万元。建立农发基金后，该县去年投

入农发基金155万元，占县级需 要投入数的31% ，是县

级预算安排数的 5倍。减轻了财政负担，缓解了资金

供求矛盾，同时也为县财政组织收 入，开辟财源创造

了条件。

二是保证了农业生产重点项目建设使用资金的需

要。1988年，获鹿县因农田 灌溉用水不足，影响了粮

食生产的丰收。去年，该县修建农田水利灌溉主干渠道

17公里，需投资540万元。省市县财政部门多 方筹措

拿出325万元，通过农发基金又筹集了215万元，解决

了资金严重缺口问题，修建了 主干渠道。当年该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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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食均取得丰收，单产由1988年 的594公斤 提高到

830公斤，增长 6 %。
三是促进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过去由于集体

缺乏必要的财力，使得农村经济双层经营（集体、 个

体）体制中的集体经营空有虚名。建立农发基金后，

集体拥有了一定资金来源，从而有能力为农业生产中

的一些重点项目和关键性措施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服务

和财力支持。栾城县西营乡，建立农发基金前，乡拥

有使用到期的固定资产 7万元，1988年建立农发基金

以来，新购置了大型联合收割机 3 台、大型拖拉机 5

辆、小型农机具32台件，新增固定基金26万元。全乡

基本实现了机耕、机播、机收，壮 大 了 集体经 济实

力 ， 改善了生产条件，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乡财政

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

  促进乡镇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

柳包  李兴民河 北省平泉县财政局

今年前三季度，在市场疲软，企业资金短缺的情

况下，我们平泉县由于狠抓乡镇企业管理和强 化税收

征管，促进了乡镇财政收入任务的顺利 完成。截至 9

月末，全县乡镇财政工商税 收完 成646.4万元，占年

计划任务的75.82%，比正常进度多完成7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13.2% ，增收了75.5万元。其中 两个乡

已提前一季度完成全年工商税收任 务，两个乡接近完

成全年工商税收任务.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 通过开展 “企业基础管理”、 “全面质量管

理”、 “企业达标升级”和评选 “优胜杯”、 “标杆

企业” 等活动，促进乡镇企业不断加强管理，提高了

管理水平。今年准备上省行业级先进 企业的有 3 户，

上地区级先进企业的有10户，上县级 先 进企 业的有

18户。

二、抓新产品的开发。全县乡镇企 业通过努力，

开发出彩色灯泡、树脂胶泥等新产品六项，当年新增

产值280多万元。

三、多方为企业筹措资金，支持乡镇企 业发展。

通过认真开展清理企业三角债，盘活资金650万元，帮

助企业解决贷款300多万元，搞联营、 联合开发 引进

资金180多万元，企业职工自筹资金300多万元，利用

财政专项周转金、扶贫资金、间隙资金支持企业120多

万元。

四、对税收征管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年初

各乡镇政府都与当地税务部门签订了目 标责任书，对

税务所实行超目标按超收 数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奖励的

办法，以此调动税务部门征税的积极性。同时，各乡

镇政府还把税收征管纳入村级目 标管理责任制，把税

收完成情况与村干部的劳动报酬挂钩。

五、建立健全护税、协税组织，聘请护税员，招

收助征员。同时，各乡镇财政 所 与 税 务 部门密切配

合，积极代征零散税收，加强了税法宣传，减少了税

收的跑、冒、滴、漏。前三 季度，仅乡镇财政所就代

征零散税收31.2万元。
六、开展了以 “五 清”为重点内容的清理农村税

收 “总体战”。即一清农村“四税”（牲畜交易税、

原木税、绒毛税、 临时经 营 营 业税）；二清城乡欠

税；三清个体税收；四清特殊调控税种（集体企业资

金税、建筑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五清发票管理。
全县投入到 “总体战”的人员累计达607人，累 计用

了270天时间，共清理304个村，入库税款55.2万元。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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