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做好农技推广工作  

增 强 农 业 后 劲

——对河北、山西两省农技推广工作的调查

财政部农财司调查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很

快，取得可喜成绩，当前要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发

展农村经济，除了继续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外，还要大

力推广先进的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发挥各项科学技

术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作用，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最近，我们在河北、山西两省进行了调查，各地对农

技推广日益重视，工作发展很快，效果显著，财政部

门为支持这一工作作了努力，成效很好。

一、各项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效益显著。
在河北、山西两省农村.我们看到运用农业科学技术

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不少地方积极推广农

业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山西省应县

地处塞外高寒地区，该县采取“领导带头，典型引路，

政策扶持，经济资助，协调配合，提供服务”的措施，

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地膜覆盖面积从 1983年的1260亩，

增加到1987年的11.6万亩。据该县测算，实行地膜覆

盖的玉米地比未覆盖的，上等地每亩增产 53.4 %.中

等地每亩增产 95.7% ，下等地增产107.5%。河北省平

泉县五十家子乡会洲城村通过推广地膜覆盖.实行了

亩产千斤粮，1986年人均收入上升到548元，成为靠采

用农业新技术富裕起来的村，

河北、山西北部农业发展的一个大问 题是干旱缺

水，抗灾能力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省采用了生

物和工程技术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理，如山西省

左云县 8年来大力植树造林，并开展了以深耕、增肥、

平整田面、恢复水利设施为主体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

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县现有各类林 地面积81.5万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41.3%。县内平均风速开始降低，年

平均气温有所提高，降雨量也有所增加，水土流失面

积从原来的152.2万亩，减少到 39.5万亩。1986年与

1978年比，全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油料产量翻了两

番，

近年来，河北、山西两省在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

中，还推广了良种选育、科学养猪、配方施肥、桔杆

还田、有机旱作栽培技术、玉米规范化栽培技术、日

光温室、盐碱地改良、节水灌溉、农机化服务等，都

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农技服务网络的建立，推动了农村科技活动

的开展。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改变了农

村原有的各项组织和管理形式，因而对农技服务体系

也提出新要求，不少地方逐步形成了新的农技服务网

络。
河北省平泉县已建立起一套县、区、乡、村，从

上到下，遍及全县的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目前该

县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一领导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植保站、土肥站、农科所、种子公司、原种场。
全县48个乡镇都建立了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此外，还

有村级服务组224个，他们开展送技术、送物资、送信

息的 “三上门”服务活动，直接为生产 服务。他们于

1986年录制并巡回播放了地膜玉米，日光温室生产蔬

菜等科技宣传片，举办各种形式的实用技 术 培 训班

1002次，培训农民68658人次，收集提供各种信息 2 万

余条，发布科技信息期刊20期，有力 地推动了农村科

技活动的开展。
山西省繁峙县创造了农业技术推广 联 合 体的形

式。这种形式以县的技术推广中心为主导，以乡的农

业技术推广站为骨干，以农科户为重点，将农民自愿

组织起来，结合成不同科技类型的联合体，开展农业

科技的推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 责 制订技术方

案，提供技术资料，培训乡技术员，供应有关农用物

资，现场指导；农科户组织联合体，进行科技示范，

传授技术；农户接受指导，实施农业科技。这种联合

体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跨区、乡、村联合，既可以

用同一项技术作为联合的中心，也可以是综合技术为

中心的联合，在联合体中以合同形式确定各方的责任

和收益，1986年该县已组成科技联合体112个，涉及23

个乡镇，185个村，11250户农民，推广新技术13项，
三、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农技推广工作，河北、山

西两省的财政部门把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作

为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积极热情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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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各项农技推广工作，帮助农技 推 广部门 转 轨变

型，增强技术服务能力。

（一）对农技推广部门和见效快、效益高的农技

推广项目运用周转金进行支持。山西省 财政部门从

1984年至1987年共借给农机化服 务 网点周转金226万

元，增强了农机化服务的能力.加快了网点的建设。

在周转金发放上，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紧密配合，对

办点条件好，投资见效快，有还款能力的网点优先扶

持，资金使用效益好，回收率较高。1986年全省农机

化网点应归还周转金27万元， 实际还款25.5万元，回

收率达94% 。

（二）对关键性、 示范性的农技推广项目采用财

政补贴的办法支持。山西省财政部门为促进地膜覆盖

技术的推广. 对地膜覆盖实行补贴，每铺一亩地膜，

省财政补贴 3 元，有的地区和县还要再给一些补贴。

如雁北地区1987年覆盖玉米36万余亩，省财政补贴110

万元，地区从机动财力中又拿出85万元进行补贴，促

进了地膜技术的推广。对于农田基本建设等为增强农

业后劲的项目，因工程需要的投资大，河北、山西两

省采取集体、 农民筹集大部分，国家补助一部分的方

式给以支持，对无偿支援的这部分资金，为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各地也采用了责任制的办法。如河北省

涿鹿县规定受援者要与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签定无偿

有责合同，“定项目、定资金、定质量、定时间、验

收经济效益，”以确保资金发挥作用。

（三）帮助农技推广工作单位加强经营管理。河

北省平泉县财政局坚持改革、求实的精神，帮助县种

子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经济责任制，运用经济

手段促进种子质量管理。他们帮助种子公司通过合同

形式把制种乡、 村和农户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规定

了种子质量和检验收购办法。在财务上对种子公司实

行定收入、定支出、定盈亏、定上交的办法，促使种

子公司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6年该公司虽然种子经营量大

幅度增加，费用支出却降低 12.6万元，实现利润52.9
万元，是1985年的2.5倍。

四、农技推广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农技推广工作需要国家、集体、农户几方

面合作，只有抓住建立健全国营农技推广组织这个龙

头，实行“国家组织，集体推广，农户实践”的方式，

才能使农业科技推广形成一个网络，否则，群龙无首，

农技推广难以组织进行。

（二）在推广新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对原有农业

技术设施的维护保养，发挥原有工程设施为农业生产

服务的作用。据了解，有些地方原有水利设施因无人

负责管理，以至大多数失去了作用，造成 很大的浪

费。当前，保养好原有工程设施，是一件刻不容缓的

事情，这是使农技推广顺利进行的基础。

（三）建立农技推广中心要讲实效，不要追求高

标准。现在有的地方农技推广中心房子建的不错，但

检验、化验等设备不配套，无钱买，发挥不出应有的

作用。因此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用于提高农技推广组

织的服务能力方面，在当前财力紧张的情 况下，更需

要注意资金效益。

（四）加强基层农技服务站的建设。当前基层农

技站困难较多，主要是资金不足，设备不配套，应从

以下几方面解决：1.转变观念，破除 等、靠、要的依

赖国家给钱的思想，积极开展有偿服务，综合经营，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2.对基层

农技站可给一定的政策照顾，可以实行“既开方，又

卖药”的方法，尽快向经营服务型转变，政策上给一

些优惠条件，以帮助基层站提高经济力量；3.财政部

门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扶持，对关键性、示范性的农

技推广项目，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助，以鼓励新技术的

推广，对农技服务网络开展有偿服务、综合经营，支

持一些垫底周转资金，协助他们加强经营管理，扩大

农技项目的推广应用。

农业经济卷（主编陈道）、运输邮电经济卷（主编郭

维城）、建筑和基本建设经济卷（主编李展中）、商

业经济卷（主编郭今吾）、对外经济贸易卷（主编石

林）、技术经济卷（主编许庆斌）、国土经济。经济

地理卷（主编吴传钧）、世界经济卷（主编褚葆一）、

财政卷（主编许毅、沈经农）、金融 卷（主编刘鸿

儒）、会计卷（主编杨纪琬、娄尔行）、统计卷（主

编李成瑞）、劳动、人口、消费卷（主编冯兰瑞）、

数量经济学卷（主编乌家培）。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

止，已先后出版发行的有工业经济卷、农业经济卷、世

界经济卷、商业经济卷、金融卷和财政卷。其余各卷将

在今后几年陆续出版，除分卷本外，还将出版合订本。
《 经济大辞典：财政卷》 是我国 编辑出版的第一

部财政专科辞典。它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特色，又反映我国当代财政学科的学术水平；既反映

出实践发展下的新观点，也反映出历史演变过程中适

合于当时情况的各种观点；是一部供科研单位、教学

单位、财经工作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学生自学使用

的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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