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财务山西 、河南两省开展农业科技推广有偿服务情况的调查

何秀民  吕恒心

近几年，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农民 科 学种

田，科学养畜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迫 切需要 技术指导

和信息服务。然而，另一方面， 许 多地 方 的基层农业

科技推广单位由于体制陈旧、 经费不足， 缺乏 活力，

致使一些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无法 推广， 农民的需要

得不到满足。针对这一情况， 一些地方积 极探索搞活

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单位， 加速农技推广的办法， 走出

了一条新路子——开展 农业科 技 推 广有偿 服 务。最

近，我们对山西、河南两省开展农业科技有偿服 务的情

况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看到，通过 开展农技有

偿服务，充分调动了农技人员的积极性，一些基层农

技推广单位基本解决了经费 不足的问题，摆脱了 “有

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走 上了 “自我 发展，自

我积累，自我完善”的道路， 增强了单 位的 活力和推

广农业科技的实力。山西、 河 南两省开展农业科技推

广有偿服务的主要经验是：

一、提高认识， 更新 观念。长期以来， 农业科技

推广工作处于艰难的境地。诸多困 难中，最突出的是

事业费有限，满足不了农技推广工作的需要。在国家

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解决 事业费不 足问题，首

先必须改变靠国家拨款发展事业的观念，走 “自我发

展，自我积累，自我完 善”的道路。山西、 河南两省

在开展农技推广有偿服务的过程中，把 提高认识，转变

观念放在首位。例如山西省文水县 农技推广中心1981

年开始实行技术承包，大多数同志认为，实行技术承

包是搞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一个有效途径，势在必

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搞形式，向农 民要 钱。对此，

该中心组织全体干部和技术人员开 展学 习和讨论， 统

一认识。同时，进行技术承 包示范。1981年他们对500

亩棉田实行了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承 包， 每 亩增产皮棉

15—25公斤，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通过示范，不

仅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认 识， 而且使

群众看到了技术承包的好处， 调动了双方的 积极性。

几年来，该中心的技术人 员 全部 投身到 全县 18个乡

镇、 145个村，积极 开展综合技术承 包， 获得 省级推

广奖三项、地级 推广奖五项，并连续五年被评为省、

地先进集体，有13名技术员分别获得 省、地、 县先进

工作者称号。

二、 领导重视， 部门配合 。 农技推广 有偿服 务是

农技推广工作的一 项重 要改 革， 涉 及面广，政策性

强，需要各级政府和领 导的支 持以及 有关部门的配

合。山西、 河南两省在实行农技推广有偿服 务的过程

中， 各级政府和领导对这项工 作都十分重视，各有关

部门也密切配合， 积极支持。为保 证这一改革的 顺利

进行， 河南省人 民 政 府 专门印发了《 关于改革乡级

各种服务站的试行意见》 的通知，要求 各级政府对乡

级各种服务站的改革工作要 抓紧抓好，抓出 成效。明

确指出农技推广机构 开展 有偿 服 务要 合 理收费。省

委、 省政府领导还经常深入农技推广部门检查指导工

作。山西省文水县人民政府将农技推广工作列为考核

乡镇干部的一项主 要指标， 要 求乡镇干部支持、配合

农技推广单位搞好技术承包工作。县委、 县政府领导

还亲自出面， 进行组织协调。在 各方面的支持下，文

水县建起了农业生产系列化配套服务体系，农技推广

部门负责技术承包，生产 物资部门负责 农 用物 资供

应， 农业银行负责解决承包所需的 垫底资金，乡 镇干

部负责监督技术方案的实施和收取技术承包费。由于

各部门密切配合，保证了农技 推广有偿服务工作的顺

利进行。

三、建立经济责任制。山西、 河 南两省基层农技

推广单位在开展有 偿服务的过程中，普遍建立了各种

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例如，山西省襄垣县王村乡畜牧

兽医技术服务站制定了 “以岗定人，以人定 值（定绩

或定责）.以绩计酬”的岗位目标责任制。河南省偃

师县农机服务站实行了内部分组核算办法，并根据各

组的业务性质、 业务量、市场条件、服 务对象 等制定

了各项岗位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的建立，明 确了农技

推广单位干部职工以及技术人员的责、权、 利，较好

地调动了农技推广人员开展有偿服务的积极性，推动

了农技推广有偿服务工作的开展。

四、开展经营活动，促进农技推广。开展农技推

广有偿服务工作，需要有相应的 农用物资作保证。山

西、 河南两省的基层农技推广单位在开展 有偿服务的

同时，经营各种农机零配件、 油料、 种 子、化肥、农

药等农业生产物资。这样，一方 面满足了 农民对农业

生产资料的需求，促进了推广工作的 开展；另 一方面

又可增加农技推广单位的收入，增强农技推广实力。
例如河南省鄢陵县马栏乡农技站1983年 4 月成立 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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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综合服务公司，围绕农业技术的推 广，经营良种、

农药、化肥、激素等物资，把经营物资作为 传播农业

科学技术的媒介。几年来，该站将经营收入的绝大部

分用于改善工作条件。目前该 站已拥有技术咨询室、

土壤分析化验室、技术培训室等服务设施。

五、财政部门大力支持。几 年来，山西、 河南两

省各级财政部门从政策上、资金上、工作上大力支持

农技推广单位开展有偿服务。例如：山西省 财政厅从

1984年开始安排扶持农机化服务网点的 建设资金，五

年共安排资金1 040万元，同时还吸引了农村集体和个

人自筹资金2 000万元， 到1987年底，全省已建成多层

次、多形式的农机化服务网点3 283处， 有力地推动了

全省农机化服务工作的发展。对用于农技推广服务项

目的周转金，该省财政厅规定扶持期限为 1— 3 年，

资金占用费按支农周转金占用费的最低费 率1.8 ‰收

取。河南省财政厅在不减少正常的农技推广资金的情

况下，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农技推广。1987年他们安排

周转金1 500万元支持农技推广部门开展经营服务。此

外，他们还专项安排了农民技 术员培训费，并从1987

年起每年增加30万元。

农业财务工牧结合
  工兴牧旺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局

多渠道地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是增加有效

供给，开辟财源的重要途径。内蒙古乌兰浩特

市乳品厂在实行工牧结合发展畜牧业方面作了

一个较好的尝试，取得了积极效果。1985年以

来，乳品厂立足发展奶源基地，实 行以 工 补

牧，以牧养工，工厂越办越兴旺，同时又促进

了全市奶牛饲养业的发展。1988年上半年，该

厂共收购鲜奶 1 614 吨，生产奶 粉 216吨，完

成工业总产值 124.2 万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152.7万元，利润20.7万元，分别比1987年同期

增长 245% 、21.5% 、28% 、13% 和 77.7%。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创该厂历史同 期 最 好 水

平。该厂以工补牧的主要做法是：

一、为养牛户贴息贷款购 买 良 种 奶牛。
1985年，乌兰浩特市乳品厂统一贷款58万元，

购进230头奶牛，投放给本厂职工或有信誉的养

牛户，与养户签订 “交奶还贷付息” 合同，每

头奶牛每年交厂方 3 吨奶，利息由厂方支付，

贷款五年还清，用各月 奶 资 归 还。到现在为

止，这部分基础母牛所产的第一代、第二代母

牛已经产犊。三代奶牛总数 已 达310头。1987

年，该厂又为前旗哈达那拉苏木、察尔森镇贴息

贷款 6 万元，引进良种奶牛19头。1988年上半

年，又为市郊乌兰哈达苏木、义勒力特苏木贷

款18万元，引进53头良种奶牛。还计划动用22

万元农贷指标，再引进50头高产奶牛，投放市

内及近郊奶户。
二、逐步提高鲜奶收购价格，保护养牛户

利益。1985年，该厂将牛 奶 收购价由每吨360

元提高到 400元，1986年 8 月前提到 440 元，

1986年 8 月以后到1988年6月又提高到500元，

1988年 7 月以后又提 到 每吨520元。为使收购

价格公平合理，自1986年 8 月该厂实行 “以脂

肪论价” ，目前最高奶价可达每吨600元。
三、增加收购站点，扩大收购半径。为适

应奶牛业发展的需要，该厂将鲜奶收购站（点）

由1985年以前的 7 个，扩展到现在的13个。收

购半径达55公里。
四、牢固树立 “养户就是乳品厂的命脉”

的观念，努力与奶户建立起唇齿相依的关系，

积极为奶牛业发展做好各种服务工作。一是设

立奶源办公室，指定兼职科技咨询人员向奶户

传播饲养、防治、饲料配方、经营管理等方面

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帮助 其 解决 一些实际问

题。二是免费为 奶站（点）提 供收奶设 施器

具，办代收员培训班。三是实行“以奶换料”，

确保配合饲料的供应。1985年以前实行 3 公斤

奶换 1 公斤玉米料；1986年以后实行 2 公斤奶

换 1 公斤平价配合饲料。由乳品厂负责印制料

票，按交奶量向奶户兑 现。四 是 建 立保险业

务，为养奶牛户垫支保险金。并每年召开先进

奶户奖励会，评选交奶大户，信得过奶户，极

大地调动了农牧民养奶牛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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