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衔接、 相互配合 的正规 化业 余教 育网络，促进干

部培训 工 作积极稳妥的发展。

2.开 展 协作办学，委托培养。为 了改善财政干部

队伍 的 现状，特别是解决目前财政战线上高层次 人才

奇缺 的状 况，各级财政部门应 当从培养人才的战略目

标出发，积极支持和鼓励 有 理想、 有 经验、有能力的

在职人 员继续 深造学习，支持和 鼓 励他 们 报考研究

生。部属 财经院校应 当 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范围，做好

接受业务部门委托代培研究 生 的工作，力 争 多 出人

才，快 出人才。委托部属 院校或 当 地有关院校办班或

代培在职人员，是加快财政干部队 伍知识化、专业化

的较好方式，应当使之普 遍化、连续化。有条件的地

方，还应积极同 非 部属 院校开展委托代培工作。对一

些办学基础较好的地市级干训班（校），应 积极 投 以

人力、 物 力 和 财力，使之逐步建成全日制中专或职工

中专。

对在职干部职工 的培训，除 系统地进行财政专业

知识的学习及其基本技能的 训 练 外，还 应 当 重视法

律、 财务、会计、 外国语、电子 计算 机、决 策论、信

息论、技术经济等的学习，有 条件的还可 了解外国财

政，努力使我们的 财政干部成为精财政、懂经济、熟生

产、明法 律、通 财会、善于运用信息的经营管理专家。

农业财务咨询国家财政 对发展畜 牧业有哪些支持？

为了促进我国畜牧业生产的大发展，以调整农村

产业结构，逐步改变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增强人民

体质，国家财政对发展畜牧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支持草原建设。草原建设是发展畜牧业的基

础。根据我国草原严重沙 化、退化的情况，国 家从

七十年代后期，就对草原建设、人工改良草场等在资

金上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1978至1979两年内，国家

财政安排的牧区基地草场建设补助费和草原围栏、栅

圈建设补助费达2，000多万元。从1981年开始，中央财

政安排的飞机播种牧草试验补助费、人 工种草 周转

金，每年有1，000多万元。在正常的畜牧事业费、农村

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

等方面，也有部分资金用于草场建设保护和改 良。此

外，国家财政还安排了牧区基地乡、村牧草种子田补

助、牧草种子繁育场补助、牧草种子生产和储 备周转

金等项资金。为了解决牧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国 家

财政每年还拨出5，0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帮助牧区打

基本供水井。

以上各项资金，除飞播牧草试验补助费、人工种

草周转金，留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掌握补助给地方外，

其余的，在1980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时，

都作为支出基数包于给地方，由地方财政继续安排用

于以上草原建设项目。

二、支持畜禽良种繁育、推广和防 疫.为了保证

畜禽生产的发展，并为农村畜禽养殖的发展提供优良

的种畜禽，国家财政对国营种畜禽场 给予 差额（定

额）补助或良种繁育补助。有部分种畜禽场还采取了

以场带村、队或专业户的做法。国家财政对乡办畜牧

兽医站、配种站等也给予了一定的补助。如对乡办畜

牧兽医站从1976年开始，每年补助3，000万元，1980年

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 制 时 也 包给 了地方。此

外，根据各个时期畜禽生产的发展重点和需 要，国家

财政还支持和帮助建立了一些畜禽生产基地，如建立

新品牛基地、良种细羊毛基地等.对农村畜禽发生的

特大疫病疫情、灾情、草原灭鼠等，国家财政也安排

有特大疫病疫情、抗灾保畜等补助资金。在这方面，

除地方财政安排的外，中央财政每 年安排 近5，000万

元。

三、根据今后三十年畜牧业要实 现 大 发展的方

针，国家财政还准备重点支持一些畜禽 生产基地的建

设。当前重点是支持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对为畜禽生

产服务的体系建设以及兴办各种形式的小型饲料加工

工厂等，也要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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