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多方扶持，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发展养猪

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我们积极与各有关部门配合，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1、发挥乡镇兽医站的作用。为了降低生猪的生

病和死亡率，保护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兽医站与养猪

户签订“三包”合同，即兽医站对生猪的疫病实行包

防疫、包骟和包四大传染病的防治。养猪户要向兽医

站交纳“三包费”，在“三包”内出现的生猪死亡，

兽医站要按合同给予赔偿。这样解除了养猪户的后顾

之忧，也增强了兽医站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做到了生

猪头头注射、个个免疫，减少了生猪的死亡率。1983

年全县生猪由于患传染病死亡5，000多头，而1984年仅

死亡450头。

2、帮助群众购买仔猪。近几年来我县生猪存栏

数逐渐减少，特别是母猪更少。养猪户多了，仔猪供

应不足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

乡镇分别到黑龙江省等地购买仔猪。双河乡财政所长

亲自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三次，联系购买仔猪370头，直

接送到社员家中。全县财政部门帮助养猪户共购入仔

猪1，300多头，解决了社员买仔猪难的问题.
3、建立种猪基地。为使全县生猪生产 持续、稳

定的增长，必须做到仔猪生产自给自足。为此，我们

经多方面联系购进三头从美国引进的种公猪。这种猪

耐寒性强、生长快、体型大，适合在当地生长。同时，

我们拿出12万元，在17个乡镇扶持了220个专业户做为

种猪基地，发展种猪1，500头。其中种公猪70头，成龄

母猪600头，保证了全县社员养猪的需要.
4 、帮助养猪户解决饲料。我们同粮食部门研究

协商，对养猪户在饲料上有困 难的，实行预付生猪交

售粮，一部分精饲料按平价优先供应，并对饲养两头

以上母猪的户，免征购粮。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帮助

有条件的专业户搞综合加工和综合利用，既解决了饲

料，又提高了盈利水平。如百草沟吉祥村的养猪专业

户孙盛久，养猪74头，尽管有豆腐坊和四亩饲料地，

还远不能满足需要。为此我们扶持9，000元，帮他建起

了酒厂，投产以来生产饲 料 80，000多斤，优质白酒

10，000多斤，当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猪30头，全年各项

收入合计23，500元，实现利润12，000元，成为全乡的

冒尖户。

5、组织交流养猪经验。我们在走访养猪户的过

程中发现，同时买的仔猪，有的长得快、长得好，有

的就不行，主要是由于饲养方法不同造成的。针对这

种情况，我们召开了养猪专业户座谈会，组织大家交

流经验，还组织农民参加科学养猪学习班，学习用科

学方法养猪和防病，并发放了养猪手册。
三、及时检查，加强扶持资金的管理。为了保证

扶持资金的及时收回，加速资金的周转，我们与乡、

户之间签订了合同，规定养猪户应承担的义务、还款

时间及不能按期还款或挪用的处罚等，并随时进行检

查。1984年我们组织了两次全面检查，发现有 12个养

猪户挪用了资金，即按合同规定进行了处罚，并收回

了贷款。如大兴沟镇一个专业户贷款2，000元，买了建

房材料，准备盖房子。我们发现后，及时同乡领导研

究，对他进行了教育，收回了贷款，并按银行贷款利

率计收了利息。由于我们坚持了专款专用的原则，使

有限的资金真正用于发展养猪业上，保证了全县养猪

业的发展。

简讯

首期农财干部专修班学员在京

结业
由财政部农财司委托中央财政管理 干部学院举办

的农财干部专修班首期学员于七 月初在北京结业。来

自全国各省、地、县三级的64名学员先后进修了政治

经济学、财政学、汉语与写作、农业经济学、农 业财

务学、会计学原理、农业会计学和农业税等十多门课

程。这次专修时间虽短，但学习专业对口，和实际工

作联系紧、针对性强，学员普遍反映良好。经考试，

全体学员均达到了结业要求。

（汪兴国）

简讯辽宁财经管理干部学院成立

本刊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培训在职

干部的要求，经财政部与辽宁省人民政府 协商，决定

在大连市成立辽宁财经管理干部学院。

辽宁财经管理干部学院是一所由财政部和辽宁省

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综合性高等财经管理干部院校，

该院设有财政、税收、会计、基建财务与信用、金融、

商业经济、对外贸易经济、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工

业经济管理、物资经济管理等十一个专业。该校开设

干部专修科学制二年，学员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发给

大专毕业文凭。毕业后由原单位根据需要分配适当工

作。开设短训班，学制为半年或一年，学习期满经考

核发给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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