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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镇财政所积极支持科技兴农效果好

吉林省永吉县财政局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农林经济、提高 粮食生

产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吉林

省永吉县双河镇财政所的同志有着比 较深刻的认识，

因此，他们积极支持科技兴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实行倾斜政策，为普及科技知识创造条

件。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这是

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已确定的兴农 之道，根据这一理

论，双河镇党委和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农业生产在

现有的基础上再有新突破，上升到新的台阶，除要解决

一些政策问题以外，必须下大力气在提高农业科技水

平上找出路。经过研究，镇党委和政府作出了科技兴

农的决策，财政所根据镇委镇政府的决策，把支持农

村科技组织和扶持科技项目作为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

来抓。在工作上，他们积极给领导当参谋，提出调整镇

财政分配结构，压缩非生产支出，不搞楼堂办公室等

建设的建议，把镇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支持农 业生产发

展和农业科技事业上。在资金 分配上，他们从镇财政超

收分成， 上年结余等 机动财力拿出一部分用于农业科

技事业上，并且在当年镇 财政预算安排上，优先考虑

科技事业费。据统计，自1984年以来，镇财政用于农

业方面的总支出累计达到78.8万元，其中，用于科技

兴农方面的支出达到13.1万多元，平均每年投入 2 万

多元，分别占各年度本级财政总 支出的 2.2% 左右，

高于国家要求科技经费支出占当年 财政总支出 1 % 的

指标。这在吉林地区120多个 乡镇中是没 有的.在全

省900多个乡镇中 也是 为数不多的。几 年来，这个镇

财政每年安排科技培 训费3 000元，支持科 协举办各

类培训班，到去年末已举办56期，培训各类技 术人员

25 900人次，受训面占全镇农业人口60% 以上。凡是

受训者都基本掌握一、二 项农业实用技 术，农民的科

技才能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那些过去在集体核算时凭

力气挣工分， “只会大合唱不会单出头”的农民也会

唱 “独角戏”了，

（二）突出扶持重点，推广骨干科技项目，增强

农业发展后劲，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双河镇是以生产

水稻为主的重点商品粮 产区。但是 该镇多是 老 水田

区，由于稻瘟病泛滥，当地水稻种子蜕化，外调入种

子不十分适应当地条件，致使水稻产量不稳。为了培

育出适合当地条件、抗病力 强的优良水稻种子，镇财

政所安排4 000多元资金，支 持镇 农科站 对几十个水

稻品种、品系进行对比，抗病鉴定、选择试验工作。

经过几年的试验、鉴定，培育出“双丰13号”水稻种

子。这个品种具有早熟、高产、杆硬、抗病能力强的

特点，经省有关部门鉴定，列为全省科研成果。“双

丰13号”种子大面积推广栽培，使全镇粮食产量逐年

上升，1986年以后连年亩产超千斤，粮食增产 增收成

为全镇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 粮食生产上

新的台阶创造了条件。在支持粮食生产的同时，双河

财政所还根据本镇地处半山区的自然特点，支持发展

多种经营生产，1987年支持镇科协考察和引进了黑豆

果生产项目，这个黑豆果系列加工 生产项目被列为省

“星火计划”。1989年产黑豆果85吨，产出 5倍浓缩

汁17吨，发酵汁11吨，实现产值70万元，为农民增加

收入20万元，使农民尝到了科技致富的甜头。据初步

统计，通过财政扶持引进、推广的黑豆果、草莓、山

楂、葡萄、药材等经济作物，养貂、兔、鱼 、蜂等养

殖业的发展，1989年获产值960 万元 ，发展壮 大了农

村经济。

（三）支持科技扶贫工作，增强贫困户“造血功

能”，实现尽快脱贫致富目标。几年来，镇 财政所为

帮助贫困户改变落后面貌，尽快脱贫致富，投入了不

少资金，但是，由于这些户人才缺乏，技术落后，投

放的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近几年，他们改 变了

单纯给钱给物的扶贫方法，采取了扶贫先 扶志，治穷

先治愚的扶贫方法，在树立脱贫信心的同时，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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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出30.2万元，1989年76.8万元，平均每年

增长36.5%。

三、几点想法

通过对承德县“七五” 期间财政收支状况

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受国家经济和财政形

势的左右，县级财政虽然保持了收支平衡，但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因此只能

保 “人吃马喂” 的经费，保改革支出，而直接

投入经济建设的财力严重不足，这种状况是与

社会主义财政的生产建设性职能不符的。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集中一定的财力，使财政

收入有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增长并在国民收入

中占适当比重，对承德县来说，为全面发挥财

政职能作用，除要继续对财政收支严格把关，
完善企业承包、经费包干和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等办法，将该收的收上来，不该支的压下去外，
还要强化财政对全县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开

拓理财领域。下面是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1.大力抓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

好坏，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所以财政应积极主

动地深入到企业中，一方面帮助企业加强核算

管理，搞好“双增双节” ；另一方 面 筹 措 资

金，支持企业挖潜改造，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目
前，企业第一轮承包就要到期，财政应总结经

验，提出方案，完善承包制，改变企业包盈不包

亏、短期行为等状况，保证企业上交利润与实

现利润同步增长。“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

承包” ，是今后确定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方

向，财政应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测算分析，选

择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试点。
2.管好用好各项资金。要加强对预算外和

自筹资金的统一管理。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

前提下，通过财政专户存储来监督并引导其合

理流动。运用财政信用的形式，充分利用资金

的 “时间差”。要切实使用好支农 “周转金”

和技措 “周转金”，项目选择要准，要能及时

回收。
3.完善乡镇财政，使之成为一级实体，事

权与财权相结合。认真总结1989年建立的两个

实体型乡镇财政的经验，适时进一步推广，争

取尽快让全县各个乡镇财政充分发挥一级财政

的职能作用，使县级财政的基础更稳固。
4.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全县的财源，

不仅为年度而且为中长期决策提供信息。首先

是对财政收入按行业构成调查，摸清县财政的

支柱行业是什么。其次是展开梯级财源的调查，

搞清全县当前财源、新兴财源和潜在财源是什

么。在此基础之上。多方面筹集资金，区别不

同情况进行财力支持：一是对当前财源要加强

管理和服务，尤其对支柱财源要重点管理，支

持其稳定发展，使财政有稳固基础。二是对新

兴财源要积极扶持，特别是对那些 有 发 展 条

件，有市场优势的项目，要从政策和资金上支

持，以期使之尽快发挥最佳效益，为财政提供

收入。三是对潜在财源要进行充分论证评估，

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对有价值的项目适当支

持引导，使其在中长期成为财政后续财源。

服务 “五到户” ，即：致 富 信 息 送到户、技术咨询

想到户、技术服务帮到户、科技培训班办到户、扶贫资

金贷到户的方法，帮助贫困户改变面貌，取得了比较

理想的效果。苇塘村四社原有30户近百口人，因贫困

及其它原因，大部分人家搬走了，最后剩 下没有门 路的

11户，65口人，成了有名的穷社。去年4月，镇党委书记

带领财政所干部等11名机关干部进驻这个社，每名干

部帮助 1 户，采取“五到户”的扶持方法，安排了13

个脱贫致富生产项目，并 且帮 助解决 种源、产品销

路、 生产资金和技术等问题。经过 一年的努力这个社

人均收入达到300 多 元，跨入全 镇中 等收入行列。 半

拉川村的社员有种草莓的习惯，但是，不懂技术，靠

老经验自然生产，不但产量低，而且质量也不好。 去

年，财政所支持镇科技部门从黑龙江省科研部门引进

优良品种，购买 6 万株 苗种，支持160多户 种 植13公

顷，其中贫困户30 户，垫付苗种 资金2 000多元。有

个贫困户全家八口人，只有一个劳 动力，生活非常困

难。去年扶持他家利用房前屋后栽了半亩 地草莓， 当

年收入上千元，家庭生活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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