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财务
做好扶持工作  发展奶牛生产

浙江省财政厅  ★邱玉生★

过去，金华市奶牛生产发展缓慢，除医院病人可

供应鲜奶外，城市居民连老、幼、 弱也很难定到鲜牛

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给 奶 牛 生

产带来了勃勃生机，全市农村饲养的奶牛从1978年的

541头增加到1984年的7，743头，年产鲜奶1，535万斤。

现在不但对市区10多万人敞开供应，而且还把鲜奶加

工成乳制品销往各地。金华市财政部门在解决“吃奶

难”的问题上作了不少工作，按照扶持一点、受益一

片的原则，积极安排资金，搞好奶牛生产的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促进了奶牛 生产 的发展。

一、扶持办好奶牛配种站。养 奶牛 的经济收入

高，农民个体或联合集资发展奶牛生产的积极性是高

的，但是，由于市场奶牛来源紧张，有钱也买不到。

1980年地方 财 政 拨 款12万元，帮助办起了家畜配种

站，买了 3头优良种公牛，配备了配 种仪器，建立了

12个人工授精点，为农民 配种 繁殖奶牛 做好 了产前

服务。

二、扶持经济困难户养奶牛。金华市饲养的奶

牛，有95% 左右是由专业户饲养的，有一些经济困难

户对养奶牛积极性很高，但缺乏资金。对此，财政部

门积极给予扶持。如城 郊乡五星村奶牛专业户五樟海

想发展奶牛生产，资金不足，1981年市财政局借给他周

转金 2 万 元，使他 饲 养的 奶 牛从 2 头发展到16头，

1984年向国家交售鲜牛奶12万多斤。纯收 入 2 万元，

还向集体上交了1，000多 元的公共积 累。

三、扶持养奶牛户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随 着奶牛

生产的迅速发展，养奶牛户学习用科学方法养好奶牛

的要求非常迫切。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市 财政部门和

有关主管部门，每年都安排畜牧事业费 2 — 3 万元，

由市农业局、区农技站举办专业训练班和印发科技小

报，普及饲养管理、防病、治病等技术，近两年来，

该市奶牛疾病已基本得到控制，日产鲜奶不断提高。
1984年平均每 头奶 牛年产鲜奶4，00 0公斤，比全省奶

牛平均产奶水平高15% 左右。

四.扶持发展饲料加工业。为做好产中服务，市

财政部门和粮食部门投资办 起了一个骨干饲料加工

厂，下设四个分厂，加工以粮食为主的配合饲料，并

以三斤鲜奶换一斤平价饲料，供应 奶牛户。1984年该

市用于加工奶牛饲料的粮食达700万斤。

五、扶持发展乳品加工。奶牛生产发展以后，鲜

奶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 况。市财政部门利用技术改造

资金，挖掘食品厂设备潜力，扩建了乳品 生产车间，

将多余的鲜奶全 部加 工成炼 乳、 奶粉和奶糖等乳制

品，以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金华市奶牛生产的大发

展，不仅改变 了农村 的经 济结 构，使 农民增加了收

入，同时也使国 家增加税收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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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场  带动千家

辽宁省盖县财政 局

财政支农工作怎样在 “支持一点、受益一片”上

下 功 夫，这是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课

题。近几年来，我县财政部门按照 “支持一点、受益

一片”的精神，从资金上、管理上帮助梁屯乡种鸡场

发展养鸡事业，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一、 积极参与种鸡场建设，促其不断完善。1982

年我县梁屯乡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提出要

财政部门支持兴办种鸡场，帮助农民发展养鸡。我们

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随着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群

众对 肉禽 蛋 的需 求不断增加，发展农民养鸡业是大

有可为的。为了使这个项目 做 到 投 资省，见效快，

县乡财政干部帮助 乡政府选择了原知青点 的 一 栋 楼

房作场址，采取边饲养、 边建设的办法发展种鸡场。
从1982年到1985年，县乡财政共扶持种鸡场50万元资

金，并积极参与种鸡场的规划和设备购置。在种鸡场

发展起来后，我们 又筹措10万元帮助种鸡场建立了综

合饲料厂。目 前，这个种鸡场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实

现了种鸡良种化、 饲养 机械化、配料科学化。现有管

理人员30人，建筑 面积5，400平方 米，良种种鸡5，000

只，良种蛋鸡15，000只，平均日产种蛋3，000枚和商品

蛋1，0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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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帮助建立健全各 项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效

益。梁屯乡种鸡场建立起来后，为了使它能够巩固和

发展，我们在财务管理上，帮助该场建立了内部核算

制度，加强了资金管理。在经营管理上，我们帮助该

场一是实行“一定三包”的岗位承包责任制。按栋、

按鸡的不同品种固定饲养和管理人员，包成活率、包

产蛋、包饲料，有奖有罚。二是抓好防疫工作。鸡场

设置了专门的防疫人员，根据不同季节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的防疫检查。对饲养人员制定了卫生防疫“五不

准”：不准随便出入生产区，不准串栋，不准不穿工

作服入鸡舍，不准私自带非工作人员入鸡舍，不准不

经消毒进入 生产区。三是搞好生产人员的技术培训。

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该场选派人员到北京市红星养

鸡场学习培训，并严格保证了鸡种的纯化。由于抓好

了经营管理，梁屯乡种鸡场在为广大农户提供良种鸡

雏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4年该场盈

利 6万元，1985年盈利12万元。

三、认真做好“两个服务”。梁屯乡种鸡场建立

以来，在乡政府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帮助下，始终坚

持了“两个服务”，即为养鸡专 业户和广大村民服务，

为市场服务提供商品禽蛋。为了促进养鸡 专 业 户的

发展，种鸡场对养鸡专业户实行了“两优两提供”的

办法。两优是：优先供应良种雏鸡，优惠价格供应鸡

雏。两提供是：①为养鸡专业户提供养鸡技术，包防

疫、包技术培训，定期询 查 养 鸡 生产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帮助解决。②提供全价饲料。种鸡场采用北

京红星养鸡场的配料比例，专门加工配制全价饲料，

1984年以来，共生产全价饲料130多万斤，满足了全

乡养鸡生产的需要。在饲料供应上，该场对千只以上

的养鸡大户，实行定期送料上门，保质保量，按成本

价供应。养鸡大户李正生、卞福奎等户在种鸡场帮助

下，生产形势很好，连续两年盈利万元以上。

梁屯乡种鸡场在积 极为 农户提供良种鸡雏的同

时，1984年以来还提供了商品蛋35.5万斤、白条鸡1.5
万斤，解决了我县很大一部分城镇居民的用蛋食肉问

题。今年该场建设工程全部竣工后，一年可提供商品

蛋62.5万斤、白条鸡7.5万斤，除了基本上保 证全县

城镇居民的食用蛋外，还可向县外提供一部分鸡肉。

几年来，我县财政部门通过对梁屯乡种鸡场的扶

持，极大地促进了梁屯乡养鸡事业的发展。种鸡场建

立以来，已为农户提供良种雏鸡和种蛋107万只（枚）。

现在这个乡千只以上的养鸡大户有21户，500到1，000

只的养鸡专业户250户，养鸡百只以上的户占全乡总户

数的75%以上。真可谓扶持一场，带动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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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方  提前实现经费自给

北 京市昌平县财政局农财科

北京市昌平县水产养殖场在1982年以前，由市水

产局和县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进行科研，每年仅事

业费一项就需国家补贴18万元。为了提高 这个场的经

营效益，经市、县协商，从1982年起由县直接管理。

该场由双重领导改为县直接管理，从整体讲是件

好事，但从财政角度讲却是一个不小的包袱。为了促

使这个场实现经费自给，在县政府的领导下，财政局、

畜牧局与该场认真分析了生产形势和生产结构，决定

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由以科研为主转为以商品

生产为主；二是鱼场养鸡，促进良性循环。1982年，

县财政投资50万元帮助鱼场建起了 3万只鸡规模的产

蛋鸡舍，并同该场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在养鸡

生产未完全收效之前，1982年至1984年每年财政继续

补贴16万元，到1985年实现经济自给，从1986年起上

缴利润。”

在县财政部门的大力扶持下，这个场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狠抓了生产责任制和科学技术管理，生产

发展很快，养鱼、养鸡喜获双丰收。（1）养鸡生产

不断发展，收入逐年增加。1984年向市场提供鲜蛋44万

斤，获纯收入10万元。并为养鱼提供鸡粪140万斤，节省

外购肥料和运费开支 5万余元。（ 2）由于肥料有了保

证，加上科学饲养管理，养鱼生产有了大发展。1982年

鲜鱼亩产只有306斤，到1984年亩产达到了1，270斤，

增长了 3倍多，向市场提供商品鱼26万斤，比1981年

增加18万斤，增长2.25倍。此外，这个场还利用地下

热水资源繁殖鱼种，开辟了提前孵 化鱼 苗的生产项

目，仅1984年就生产近200万尾，除自用外还向本县和

其他地区出售鱼苗100多万尾。（ 3）生产发展，收入

增加，提前实现经费自给。1984年 全 场总收 入 达到

133.6万元，比1981年增长7.8倍，实现纯收入17.6万
元，提前一年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1985年该场计

划上缴主管局利润10万元，对县畜牧局系统由全额管

理转为差额补贴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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