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良种杂交、 人工授精和病虫检 疫等技术措施。引进

罗非鱼、良种鸡鸭和瘦肉型良种猪。三 是 支持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如在蔬菜栽培上， 财 政部门组织资金帮

助推广蔬菜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去年郊区地膜覆盖面

积达3，647亩，占常年菜地总 面 积的30.4% 。 覆盖的

品种有番茄、 黄瓜、 辣椒等。各个品种 都 做到提前十

天到半月上市，每亩 平 均收入达1，100元，比露 地栽

培高40%。
四、 狠抓资金管理，努力提高资金效益。为了使

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财 政部门狠抓了资

金的使用管理。第一，坚持自力 更生为主，国家支援

为辅的原则。两年来， 城郊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总投资

为978万元，其 中 ， 财政扶持资 金占31.7% ， 乡村自

筹资金占68.3% 。如 对开挖精养鱼池，财政部门采取

了先挖后支持的办法，即乡村 用自己的钱挖好鱼池，

经财政部门和水产部门 验收合格，再将财政支持的资

金 下拨 、 用于鱼池配套。第二， 坚持“以工补农”的

方针。财政部门从积极培养财源的角度出 发，组织资

金大力支持发展乡村企业。使 乡 村企业为副食品生产

提供资金来源。仅去 年 乡村企业利润返还农业达456万

元，其中，用于副食品生产建设的资金183 万 元 ，占

当年建设副食品生产 基 地 自 筹资金的60% 以上。第

三，坚持改革，管好用好资金。首先，改 革了资金的

发放、 管理体制。以前城郊支农 周转资金管得较死，

基本上是采取一级发放一级管理的形式， 形 成 “花钱

有人要， 效果无人问，用的国 家钱，浪费心不疼”的

局面， 地市合并后 ， 在资金的分配上 进 行了改革。改

市财政一级发放、 一级管理为 市区乡三级发放、 三级

管理的办法，在资金的管理上实行了 “ 三查” ，即投

放前进行可行性调查， 使用中审查 ，使用后检查。其

次，改进了投放方式。原来在资金的投放上，大小项

目都扶持一点，撒 “胡椒面” ， 结果资金沉淀多，经

济效益差。近两年， 财政部门把资金集中起来，重点

投放在两个方面， 一是蔬菜生产；二是肉禽蛋奶的生

产。 在这两个方面中，又侧重 于对良种引进繁育和改

善生产设施的扶 持 ，真正起到了扶持一点，受益一片

的作用。再次 ， 改进了周转金回收办法。在周转金的

投放回收上，改过去春放秋收为常收 常放。年初下达

回收任务，执行中及时总结交流经验，狠抓使用资金

监督检查，受援单位有收益就开 始回收周转金，能收

多少先收多少，避免年底过份集中与其 他资金争回收

的现象。1985年回收周转金53.5万元， 占市局下达回

收任务的107% ， 比1984年增长1.5倍。

农业财务
扶 持 专 业 户

发展瘦肉 型猪

天津市财政局

发展瘦肉型猪，对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提高

养猪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 入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使我市郊区县逐步承担起供应全市人民吃瘦猪肉

的任务，近年来我们配合畜牧、 饲料、 商业等部门把

郊区县广大养猪专业户组织起来，在利 用原有的生产

条件，挖掘饲养潜力的同时，利用支农资金给予必要

的扶持，改良品种发展瘦肉型猪。目前，我市 几个郊

区县已建起瘦肉型猪人工授精站58处，累计配种8，300

头次，并有一大批养猪户成为饲养 瘦肉型 猪 的 骨 干

户， 为我市实现公、 母猪瘦肉型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们的作法是：

（一）选准基地，示范吸引.我市是采取引进一

部分纯种瘦肉型公猪，用人工授精 和当地母猪杂交的

方法，发展瘦肉型猪的。对人工方法配种，我市农民

起初认识不足，有三怕，一怕人工授不 准 胎，二怕产

仔少，三怕影响母猪生长。于是，我们以养猪基 础好的

蓟县为试验基地，向农民推广改良猪种的技术。推广

初期，在经济措施上，我们采取了人工 配种不收费或

坐胎后再收费，给配种用公猪补助饲养费，给 配种员

发补贴等做法。并要求配种 员下村、入圈、上门服务，

做到包配种、包准胎、包防治、包传授饲养 管理技术。
由于配种采取四包的方法，母猪每窝产仔都在十头左

右，体壮膘齐。从而使群众打 消 了顾虑，互相传扬，

起到宣 传作用。用示范吸引的方法，蓟县由一个人工

授精站配母猪130头，发展到现在全县 41 个 乡 都有人

工授精站。全县 已 有 长白公猪43头，杜洛克公猪 4

头，1985年 1 至 9月份，配母猪23，500头。截至目前

全县养瘦肉型猪专业户已发展到3，700户。几年来，为

了推广 瘦肉型猪， 市财政共投资六十余万元，修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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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操作室、公猪舍和运动场，并购置配 备了必

要的药械和优良种公猪。

（二）提高瘦肉型猪饲养管理技术。为了扶 持和

发展瘦肉型猪，我们积极推广配合饲料，指导养猪专业

户改变传统饲养方法。先后组织了市、县级培训班十余

期，培训三百余人，其中对专业户组织了三期共60人。

1985年还举办了 乡级学习班1 1次，编写了《大型专业户

养猪》小册子。与此同时，各乡兽医站还指派并培训了

发展瘦肉型猪的专职技术人员，要求他们 对 养猪专业

户和集体猪场进行定点联系，指导技术。为了改革传

统的饲养方法，使群众看到 科学饲养的实际作用，我

们在重点扶持的蓟县翠屏山乡养猪场进行 了 饲 养 试

验。对这个场130头瘦肉型猪 实 行分阶段用不同配方

的配合饲料喂养。经过试验，比这个场原来用传统的

熟食稀料喂养缩短饲养期 4 个月，长一斤肉只消耗 4

斤混合料。养 猪 专业户参观学习和运用后，使猪的日

增重有了明显提高。现在蓟县已发展到 7 个集体养猪

场，25个年出栏30头以上的大专业户和1，230户年出栏

10头以上的专业户，采 用了配合饲料饲养，提高了饲

料报酬，提高了瘦肉率。并且缩短了饲养周期。

（三）资金上扶持。在勤俭节约和自力 更生的原

则下，我们对饲养瘦肉型猪的集体场和专业户在资金

周转困难时，都用财政支农周转金予以扶持。几 年 来

累计已有200多万元。我市东郊区1985年以来用周转金

扶持了42户，共饲养六千多头瘦肉型猪；宝坻县用周转

金代购优种瘦肉型仔猪给专业户饲养，养大 出 售后归

还仔猪款的方法进行扶持；塘沽区用周转金扶 持了3 4

户，其中饲养一百头以上的小型猪场有20个。为改变

我 市基 础母猪状况，我们还用周转金支持新建和扩大

了瘦肉型种母猪场 2 个，并帮助 在场内建立了浓缩配

合饲料车间。为进一步适应瘦肉型猪的发展，我们还

资助兴办了畜牧技 术中心，为养瘦肉型猪专业户提供

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如为专业户鉴定种

猪，指导饲养，开展防治，供应 饲料，提供咨询，并

根据协议收 购专业户出栏瘦肉型猪，直接供应城市。

更 正

本刊第六期第17页右栏第 9行“只 想看下棋”应

为 “只想着下棋” ，特此更正。

简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我国首次

举办国际政府财政统计研讨班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1986年 5 月12日 至24日在江苏

省镇江市为我国财政统计人员举办了国际政府财政统

计研讨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局助理 局长莱文先

生、 高级经济学家杨 ·渤卫先生、经济学家克莱恩先

生向研讨班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局的统计体

系，并着重介绍了该统计体系中的政府财政统计的制

度和方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和其它部分城市财政部门负责统 计工作的同志以及有

关财经院校的教师等80余人参加了研 讨班的学习和讨

论。

通过研讨班的学习和讨论，学员 们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统计局的统计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认为该统

计体系中的政府财政统计制度和方法较全面地反映了

政府财政、金融活动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有

些统计方法可供我国借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局曾在20多个国 家举办过

国际政府财政统计研讨班，这 次在 我国 举办 的研讨

班，是我国自1980年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

后的第一次。  （统研）

简讯
全国勤工俭学研究会成立

（宋梓铭）

1986年 4 月26日至28日，中国教育学会勤工俭学

研究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 举 行了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年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勤工俭学研究会章程，选

举产生了研究会领导成员。大会选举 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副主任张承先为研究会名 誉理事长、中国教

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为理事长。第一届理 事会由国家教

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 济委员会、财政

部以及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局）推荐的57

名理事组成。会上， 5 位 从事研究勤工俭学的理论工

作者和在勤工俭学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宣读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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