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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投入  加强管理  搞好商品猪基地建设

吴云生  赵建森

为搞好生猪 生产， 提高猪肉自给水平，满足市场

需要 ，1988年，云南省决定在全省建设一批商品猪基

地县，并 决定 从1988年到 1990年由省财 政 每 年 安排

300万元资金用于基 地县 建设。一年来，云南省生猪

基地县建设顺 利开展，初见 成效，生 猪 的 存栏，出

栏、 商品量、 收购 和上 调数 均比1987年有明 显 的增

长。据统计，1988年 底，21个基地县 存栏 生猪437万

头，比上年 增加22.2万 头，增长5.35%；出栏 肥 猪

219.7万 头，比上 年增加23.3万 头，增长11.8 %；猪

肉总产18.53万吨，比上年的17.16万吨增长8% ；收购

商品猪126.7万头，比上 年 的93.6万 头增长35.4 % ，

上调46.2万 头，占全省上调总数的95%。由于生猪基

地县 生产发展，上调增加，全省猪肉市场形势好转，

去年全省从省外少调进冻猪肉 3 万吨。目前，云南全

省猪肉冷库货源充足，供应正常，对稳定市场物价和

减轻财政补贴负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促进商品猪

基地 县的 建设中，云南省财政部门做了以下工作。

一、明确基地县的 建设任务。云南省财政部门根

据 本 省的实际和可能，明确规定：商品猪基地县建设

要以猪 肉 市场为导向，以增加猪肉产量、商品量和调

出量 为目标，三年建成。1990年要比 1987年增加出栏

肥猪53.5万头，增长 27.2%；21个基 地县生猪平均出

栏 率要达到60% 以上，比1987年的50% 提高 10%；疫

病死亡 率 要控制在 5 % 以下。同时，为了适应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 提高 的 需 要，在 商品猪基地县建设中，

把改良 猪的品种，发展瘦肉型杂交猪也作为一项重要

内容来要求。

二、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为建立商品猪基地

县 创造良 好的条件。云南省是一个边疆省，经济发展

缓慢，财政是“吃饭”型财政，发展各项生产的资金

十分困难。为保证基地县建设的资金需要，云南省财

政部门 采取了多渠道多层次集资的办法，建立商品猪

基地建设专项基金。他们以省财政 每年安 排的300万

元资金 作为导向资金，根据各地县的情况进行层层配

套、集资 和贷款，增加资金的投入量。1988年云南省实

际 用于建设商品猪基地 县的资 金达602万元，保证了

基地 县建设的资金需要。

三、 加强资金管理，提 高 资金 使 用效 益。多年

来，云南省在生猪生产上，虽然投 入不少资金，但由于

管理不够，资金 使用效果较差。为了充分发挥资金效

益，云南 省财政部门建 立了一套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1.专款 专用，专项管 理。他们规定：省财政拨付

的300万元专款，200万元主要用于 基地县的生产性服

务 体系建设，包括建立良种繁育及杂交改良体系、 兴

办小型饲料加工供应网点和兽医防检体系等，地县也

要 相应将配 套资金的三分之一用于生产性服务体系建

设。另外100万元资金主要用 于基地县 饲养 生猪的实

用技 术推广，包括对养猪专业户、重点户的培训，购置

培训设备、 器械 和教学用具， 专业户、 重点户改造厩

舍的 贷款 补息，配种专业户种猪补贴以及开展技术服

务等。基地 县必须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进行使用，不

得 用于其他的畜牧建设，以保证将有限的资金全部用

于基 地建设上。对用于服务体系的建设资金，省按四

条 原则进行分配并戴帽下达到基地县。一是品种、 饲

料、 防疫三大体系逐步配套；二是重点建设县一级服

务设施，逐步向乡级延伸，形成网络；三是在现有基

础上增添设备，提高乡级畜牧兽医站的服务手段；四

是推广 “五改” 配套技术，即改旧厩为新厩，改本地

猪为杂交猪；改有什么喂什么为喂配合饲料；改春秋

两防为实行猪瘟免疫程序，以及改自然交配为人工授

精。

2.坚 持有偿和无偿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对有偿还

能力的 项目，实行有偿扶持，按财政周转金的管理办

法进行管理，资金收回后继续用于发展生猪生产。

3.加强 资金使用的 监督和检查。为了保证资金用

于 规定的 用途，我们制定了资金与项目计划审批和年

中进行监督检 查的办法。首先，各基地县要在调查研

究 的基础上提出三年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分年度的实施

计划，包括 项目、 规模、效益目标、资金的配套等方

案，经 县政府批准后，报省财政厅和畜牧局审批，分

年度实施。同时，各基地县对每年的建设项目要做出

详细的计划，报 经批 准后层层签订合同，财政部门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下 拨资金。其次，为保证 地县 配套 资金 和计划的落

实，将下拨 资金 与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年初先下拨预

算的70% ，剩 余的部分，通过年中检查，视项目的实

施 和资金的使用情况拨付。对工作开展情况好、资金

配套及使用好的 县，就将剩余的资金追加拨付，反之

对 配套资金不落实和 工作 开展 不好 的县，就停止拨

款。再次对不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的县，经检查发现

后，财政部门会同主 管部门，立即进行调整。通过上

述措 施的实施，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 实行 项目 承包责任制。云南省在建设生猪生

产基 地的过程中，对基地县普遍实行了项目承包经营

责任制。通过层层签定承包合同，明确责任，严格奖

惩。同时，还建 立和完善了县级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

的岗位责任制，将其业绩与工资、 奖金挂钩，实行部

分或全部浮动，从而增强了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的责

任感，较好地调动了其积极性。

农村税收征管

建立健全制度  严格农业税票证管理

朱柏强广西柳州地区财政局

近 几年 来，我地区农业税征管工作，针对农业税

票 证 管理松懈， 税票丢失严重，贪污挪用税款的问题

常常发生，在开展 农业税 票证清查工作的基础上，建

立 健全农业税票 证管理制度，严格票证管理，初步扭

转了农业 税票证管理混乱的状况， 从而进一步严肃了

财 经纪律，促进了 农业税征管，保证了农业税税款及

时足额 入库， 实 现了农业税连续四年超额完成自治区

分 配的任务。1988年在因灾减产的情况下，全地区农业

税（含农林特产税）总收入达到2278.9万元，比1987

年增收183万元， 增长8.73 % ，其中农业 税正 税完成

自 治区分配 任 务127.93% ，超 收388.5万元。下面，

谈谈我 们是如何加强农业税票证管理的。

一、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对农业税票证管理的认

识。近 几年来，我局在进行普法教育中，要求全地区

各 级 财政部门认真组织广大财政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法

律知识、 经济和财政法规、 《 农业 税条 例》 等， 搞好

法 制、 职业道德和财政基础知识的教育。通过组织学

习， 使 大家 认识到：农业税票证是征收农业税使用的

法定凭证，它在没有 填用前是一 种特殊凭证，填用后

是 给纳 税人的合法纳税凭证，是农业税征解会计的原

始凭 证，是财政 部门解缴农业税款的重要依据。同时

还使大 家认识到，加强农业税票证管理，对严肃财经

纪律，保证 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利用票证 贪污挪用国家税款是一种严重损害国家

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严守

法 纪，不 贪赃枉法。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有的县还

集中少数有经济问题的人员举办学习班，给他们 讲危

害，敲警钟，促使把问题交待清楚，防止在错误的道

路 上越滑越远。

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强化票证管理。为了使

农业税票证管理做到有规定可依，我局1986年10月在

对全地区农 业税 票证管理现状的调查基础上，制订了

《 关于制发加强农业税票证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

规定了农业税 票证的 印制、领 发、保 管、使 用、 缴

销、查案、 税款征收入库和长短 税款 处罚 等八 项制

度，还 提出了票证填写的质量要求和加强票证审核的

具体意见。各 县、市 转发 了地区 的规 定，并结合本

县、市情 况 制订了补充规定。如对丢失票证的处罚规

定，丢失农业税（公 粮）实物 和代 金、 滞纳 金收 据

的，除扣发当月奖 金外，每 份以 乡、 镇 最高 缴纳户

的税 款数给予罚 款处理；丢失 农 林特产税 每份 罚款

100-500元；贪污 挪用税款的除赔退外，还要给予必

要的 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把票，

证管理和经济责任挂起钩来，增强了广大干部、职工

搞好 票证管理的责任感。 1988年 9 月，根据农林特产

税征收的品目多、税额大，应税产品外运多，不易掌

握纳税人交 纳税款的情况，我局又补充建立了外运农

林 特产应 税产品纳税情况登记制度，规定县、 市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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