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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好财政支农工作

吉林省集安县财政局

我县地处吉林省 东南部，是 一个 八 山一水 五厘

田，粮、林、参、果、 牧等综合发 展的山区农业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财政部门根 据县委、

县政府确定的 “以林为主，粮参果牧并举，农工商结

合，全面发展商品经济”的山区建设方针，坚持把财

政支农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提高经济

效益上，不断更新观念. 对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大胆

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 对发展山区 经济起 到了积

极作用。

一、增强商品经济观念，端正财政支农工作的指

导思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

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由过去单 一种

粮，开始向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多方面

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农业要上的项目 很多，需要的资

金也很大，从哪里筹措资金，采取什么办法管理，才

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这些都是财政支农工

作的新课题。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

们认真分析了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使用方 面存在的问

题：一是在资金筹措上 存 在着 等、 靠、要的 依赖思

想，缺乏统筹运用社会财力，灵活调动预算内外资金

的自力更生精神；二是在资金投放上，存在着撒 “胡

椒面”，平均分配的现象，没有将有限的资金用在重

点项目上，影响了经济效益：三是在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上，存在着墨守陈规，缺乏改革创新精神，不能

区别扶持对象的不同经济状况，采取灵 活多样的方法

进行投放。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研究，认识到要做好我县财政支农工作，必须多渠道

筹措资金，改进管理办法.在促进农村商品生产方面

作大文章，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只有农村商品经

济发展了，农民才会逐步富裕起来，财政收入才会稳

步增长.我县是山区农业县，多种经营收入占农业总

收 入的78.3% ，参 茸公司上交 税利占 财政 总收入的

40% 左右。多种经营 收入 是 我县重 要 财 源之一。为

此，我们把发展多种经营作为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来

抓。如我县岭南各乡镇气候温和，适宜种植葡萄、山

楂、 板栗，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发展规模生产，

积极进行扶持；岭北属于大陆性气候，土质肥沃，适

于发展人参、西洋参、 冲山参等，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很高，我们就在资金上 给予重点支持。

二、 积极筹措支农资金，促 进农村商品生产发

展。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支农资金的供求矛盾

越来越大。为解决这个 矛盾，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省

市的帮助，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集中社会闲散资金，

支持山区经济建设。为做好 这项工作，县委、 县政府

于1982年决定成立 “集安县地方自筹发展多种经营生

产资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财政局具体负

责筹集资金和 统一安排 使用。我们 从多方面 筹集资

金，从1982年到1987年 末，全县共筹集发展多种经营

生产资金1 976万 元。从1987年 开始，乡镇 财政所也

效仿这种办法，自筹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基金，现已筹

集58.6万元。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初步缓解了支农

资金的紧张状况，对促进我县多种经营的发展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支农资金使用办法，不断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我县财政支农资金，过去 在投放使用上基本采

用两种办法：一是无偿投资，二是有偿无息借款。由

于办法不够完善，存在不少弊病， 主要 是受援者依赖

性强和资金使用效益低。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 我们从

1982年开始大胆研究改革支 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在

充分调查研究的基 础 上， 根据 受援者 不同的 经济情

况，采取了 4 种办法，共投放借出资金1870.3万元。

1.无偿投资，主要用于新品种引进、示范，培训农

民技术员，县特产学校经费补助和补贴由于自然灾害

造成所扶持项目的经济 损失 等。从1982年到现在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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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01.9万元。

2 .有偿借款。对用于扶持贫困 村、屯、户因地

制宜地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的借款，不

收占用费。对多种经营生产有一定基础，所发展项目

经济效益高，农民人 均收入 超过全 县 平均水平的，

财政借款采取收取资金占用费的办法。费率原则上低

于银行贷款利率，根据所扶持对象的经济状况具体确

定，对逾期不还部分加收超期占用费。所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一律用 于 壮大 支农周 转金，不准 挪作他用。

从1985年开始已借出653万元。预计上 述借款 到期后

可收取占用费78.4万元。

3 .贴息贷款。我县地区间经 济发展不够平衡，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为了扶持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生产，从1986年开始财政 每年拿出

3 万元资金，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贷款利息补贴。现

已支付 6 万元。

4 .入股分红。为了促进农村横向经 济联合和产

业结构调整，加速发 展商品 生产，对 有资 源、 有劳

力，但是缺资金、缺技术， 所发展项目的规模又比较

大的乡和村，我们 会同有关 部门兴 办 联 营企业。从

1984年开始，我们依托县参茸公 司和基层供销社进行

技术指导和经营管理，采取集资联营的办 法，先后在

阳岔乡、清河镇大川村、头 道镇团结村建立了三个联

营参场，共投资382.6万元，发展人参22747块帘（每

帘10平方米）。对这种联营，我们实行股份制，利润共

享，风险共担。财政为资金股，按30% 分红， 受依托

的业务部门为管理股，按20% 分红，乡、村、 农民为

资源股，按50% 分红。资 金股 负责发 展生 产所需资

金；管理股负责生产、计划、技术、财 务、经营等管理工

作；资源股负责提供参业用地。三年来各方共计分利

75.8万元。今年仅 阳岔乡一 个联营 参场。就 可下山

3 800块帘人参，产值 可达500万元，扣除 生产成本（财

政投资）250万元，可得净利 润250万元，其中，资金

股可得75万元，管理股可得50万元，资 源股可得125万

元。按照合同规定，以 后继续 分红15年。

四、健全手续制度，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在

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部分单位 和个人借财政的钱不

愿还，也不想还。他们觉得财政的 钱是国 家的不要白

不要，还不还都行。因此出现了争 着要钱，盲目上项

目的现象。项目效益好，盈利 是生产者的，项目效益

差或根本没效益，亏损算财政的。这样一来，造成支

农资金回收率低，大量沉淀，影响了资金周转和使用效

益的发挥。 为扭转这种被动 局面 ， 我们着重抓了以下

几点：

第一，加强对项目的评估和可 行性调 查。我们采

取了如下办法：一是对一些零星项目，由各乡 镇财政

所汇总，并牵头与有关单位一起进行评估，最后报请

乡镇主管领导审核批准定项；二是对一般项目，需要县

财政局扶持的，要由各主管部门提报，财政局会同有

关部门联合进行可行性调查，取得统一意见后，方能

扶持；三是对大型项目的定项， 由主管局负责聘请专

家、 学者论证，财政局参与，县领导把关。实行上述

办法后，支农资金投放成功率有了很大提高。以1987

年为例，到期借款121.6万元，年末实际收回129.1万
元，占应回收款的106%。

第二，坚持合同制。县乡两级 财政对 借出的支农

资金一律与用款单位（户）签订合同，并 经过公证处

公证，把法律手段引入资金管理之中。

第三，加强服务，跟踪问效。对 每个较大的扶持

项目我们都派专人具体参与，帮 助研究 解决生产建设

中的问题，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同时， 建立了项目承包

责任制，把项目的成败，与干部的奖金挂上钩，并做

为年终评比的条件。较好地解决了重放轻管的问题。

第四，积极清理沉淀资 金。由于 种种原因，前几

年我县支农资金沉淀64.8万元，为了把 这部分死钱变

成活钱，防止出现新的 沉淀， 1987年 我们做了大量的

艰苦细致工作。一是开展宣 传教育，提 高群众认识，

促使用款单位（户）抓紧偿还逾期借 款。二是对因遭

受自然灾害造成项目失败，偿还不起借款的，我们采

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帮助开 辟新的生产门路，增加收

入，用新增效益偿还借 款。三 是 建 立 责 任制。具体

为：哪个乡镇发生新的沉淀，由哪个乡镇负责清理。

如收不回来，年终则从乡镇超收 分成和专项拨款中抵

扣，并取消其评选先进集体的资格。对以往的沉淀资

金，由财政所逐户发放还款通知 书催还。回收上来的

沉淀资金，50% 留给乡镇作周 转金使用， 其余的交县

财政局。对积极清理沉淀资金的 乡镇， 县财政局在核

定经费时给予适当照顾。由于采取了这些 措施，调动

了乡镇财政所的积极 性，加 快了 清理 回收的进度。

1987年一年就收回沉淀资金16.5万元，占 沉淀资金总

额的25.5% ， 并防止了新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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