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财务
建 立 农 业 科 技 网 络  

促 进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湖北省枣阳县财政局

长期以来， 我县是本省农业经 济发展比较缓慢的

一个县。1982年，在省、市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我们

拿出220多万元扶持农业科 技的发展，在全县范围内

陆续建起了各种农业科技服务 网点，有力地推动了农

业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5年，在

全 县粮 食种植面积比上年 减少4.91万亩，自然灾害

严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仍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4年

增长4.6% ，达到12.56亿 斤。多种经营总 产 值 达到

1.56亿元，比 上 年增长30%。1985年人均纯收入346

元，比上年增长15.7%。几年来，我们 成功地走出了

一条以科学促生产的路子。

一、适应农业需要， 建立科 技网络。由于党的富

民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执行，我县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的生产由过去单一发展粮食生

产，逐步转为农。林、牧、副、渔 各 业综合发展。农

业经济的综合发展迫切要求有科学技术指导，以不断

提高经济效益。为此，针对我县过去农业科技工作存

在着水平低、人员少、资金紧缺等情况，我们在县领导

和上级财政、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配合县主

管部门，狠抓了为农业服务的科技网络的各项工作。

先由县政府召开了区镇领导会议，宣传科学技术在发

展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使每个干部认识到，支持

科技服务是一项社会受益，群众欢迎的重要工作，一

定要抓紧抓好。然后派出干部配合主管部门，到各地

巡回督促检查机构的设置、人员的调配、业务的开展

等情况。同时拿出172万元资金，作为农业科技服务网

络的活动经费，还拨出51.5万元周转金，作为各网络

购买新农药、农械和引进 优良品种的垫底资金。全县

先后建立了四个农业科技服务网络，1，563个农业科技

服务网点，拥有各种农业科技人员3，443人。还在农业

科技服务网络中.建立了植保公司、果树技术服务中

心、畜禽技术服务中心和水产服务中心等机构。它们

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果树

技术服务中心现有技术人员60多人，下设 16 个服务

站，面向全县2，100多个水果 生产专业户、重点户和

100多个生产联合体，为促进我县水果生产技术水平的

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如，我 县在水产技术服务中

心的帮助下，1985年全县16万亩水面成鱼产量达1，000

万斤以上，比上年增长42.9%。

二、发挥科技网络作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网络的作用，促进 农业生产上，我

们认真抓了以下三件事：一是技术培训。我们以举办

技术培训班为主，以广播讲座、印发科技资料为辅，

加速农业科学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仅1985年就举办各

种技术培训班115期，培训二万多人次；编辑印发各种

科技资料35期，共七千多份；举办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和多种经营的科学管理等 技术广播讲座15次，全县出

现了一个讲科学、学科学的热潮，不少农民自费参加

学习。二是优良品种的开发、引进和繁育。1982年以

来，全县共引进农作物新品种27种，开发、引进水果

新品种15种，畜禽 新品种 12种，水产养殖新品种 5

种，更新改造了老品种，调整了农作物和多种经营的产

品结构。为 了增强新品种在本地的适应能力，我们

拿出一定的研究试验经费，建立了 以 服务中心为核

心，以网点为纽带，以专业户、示范户为基础的多层

次试验繁育基地。三是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1982

年以来，我们共办各类农业新技术示范点200多个，搞
科技试验应用20多项，为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起到了引路作用。如地膜棉、杂交稻，开始群众不大

接受，经过抓点带面和反复 工作，逐渐为群众所理

解、接受。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大地促进了我县农

业生产的发展。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4.4亿元，

比1982年增长62.9%，其中粮、棉、油产值2.88亿元，

畜牧业产值4，500万元，渔业产值1，000万元，水果产

值900万元，分别比1982年增长62.6%、45.4%、76.2%
和223.7%。

三、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促进农业科技事业健康

发展。近几年来，财政部门在加强科技资金的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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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主要抓了“筹、管、帮”工作，有力 地促进了

科技事业的发展。“筹”就是积极筹集资金，解决农

业科研事业资金紧缺的问题。1982年以来，我们除通

过预算安排97.59万元，县机动财力 安 排8 万元，争

取上级追加指标66.5万元，贴息吸收银行贷款11万元，

投放周转金40.5万元外，还积极吸引集体、个人投资

260多万元。从而较好地 解 决了发展农业科技事业急

需的资金。“管”就是加强资金管理，把有限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对资金的投放，我们 分别情况实行无偿

扶持和有偿周转相结合的方法。如在科研项目研究试

验方面，采取签定效果合同，无偿投资的办法；在科

研技术成果推广 应 用 方 面，采取定项投资，有偿扶

持，专款专用的办法.在扶持的重点方面，则配合主

管部门狠抓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攻关、开发，

认真抓好先进技术的消化、转 化和发展，积极推广应

用，以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帮”就是帮助技术服

务中心开展工作。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群众

迫切要求学科学、学技术。因此，我们在科技服务网

络建立起来后，就积极帮助技术服务中心 开 展 有偿

服务，并参与他们研究制定收费、赔偿标准和收入分

配办法，以保证技术服务中心坚持 “服务第一，优惠

收费，保本微利”的原则，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科技事

业的发展。

农业财务农村集体积累资金使用的几个问题

王守才  逢仲焕

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以后，农业

生产发展了，集体资金增加了，如何管好用好这部分

集体积累资金，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促进农村

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值得引起重视的新问题。

最近，我们对吉林通化地区部分市县的集体积累

资金使用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看到了一些问 题。这些

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集体积累资金虽然增加了，但

在资金的管理上，仍然沿用过去“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老办法，许多管理措施跟不上，乱占资金，贪

污、挪用集体积累的现象不断发 生，影响了农村集体

生产建设的发展。具体说，一是 积 累 资 金使用不合

理，非生产投资比例过 大，影响了扩大再生产。包干

到户后，有些地方对集体积累资金的使用，不是用于

生产投资，而是大量用于非 生产性建设开支。集安县

花甸子乡1983年初实 有集体积累资金总额135.6万元，

当年用于非生产性建设开支113.3万元，占 全 乡实有

资金总额的83% ，几乎全部花光了集体 积累。

二是侵占、挪用、贪 污公款的现象严重。如集安

县清河镇的一个村，1983年组织了 一 个74人 的 旅游

团，先后到天 津、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游览

了一个多月，花掉集体 积累17，974元，至 今未 做 处

理。再如通化市有个乡的多种经营场场长 私自动用公

款5，822元，为自己的汽车购买汽油和购置汽车配件，

化公为私。又如，有个生产队长挪用公 款17，600元，

买了一台汽车，还把45，000元公款借给自己的亲戚及

关系单位做买卖，获利归自己，致使这个队的现金被

占光，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抚松县最近在财

务整顿中，查出17人贪 污公款6，521元。柳 河 县柳南

乡在财务清查中，发现全乡原60个生产 队中，竟有一

半以上生产队干部贪污，金额 达27，412元。

三是 “活钱”变 “死钱”。目前，由于集体积累

沿用老一套管理办法，对集体 积累 没有新的使用规

定，有的地方将集体积累存入银行，使活 钱变成了死

钱。这样，就造成了一方面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缺少资

金，另一方面集体资金存在银行吃利息的现象.通化

地区是个山区，资源丰富，发展多 种经营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农民对发展商品生产有很高的积极性.1983

年，全区农民共获得贷款总额14，019万元，仅利息支

出一项就达1，523万元，平均每个农 民 支 付 利息9.5
元，每户支付51元。如果全区按现在的积累速度计算，

每年可拿出4，000万元资金用于 支 持农民发展生产，

仅利息一项就可节约715万元。目前，农 民 自己提留

的积累资金自己得 不 到 使 用，既影响了资金利用效

果，也挫伤了农民继续提留积累和兑现承包合同的积

极性。

为了用好现有集体积累资金，支持农村商品生产

的发展，我们认为，对集体积累资金的使用应采取以

下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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