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农促产
扶贫致富  意在促产

吉林省安图县财政局

我们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脚下的高寒山区，一直是

全州最穷的一个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

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仍没 有 摘 掉 贫困的帽子。

1984年，我们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从我 县的实

际出发，把财政支农的重点放到扶贫致富上来，促进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帮助农民 尽 快 走 上富裕的道

路。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在全县扶持贫困户651户，

扶持资金45.2万元，使这些贫困户的人均收 入 达到531

元，比上年增长47.9%。

一、帮助贫困户打破传统观念，广开致富门路。

我县较贫困的地方，大部分以粮食生产为主。如 石门

乡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水田，虽然粮食产量 较高，但由

于水田费用大，成本高，收入仍然上不去。群众长期

以来习惯于水田生产，虽有搞多种经营致富的愿望，

但又找不到门路。1984年春节刚过，我们就组织人员

深入到各村，召开由老农和村干部参加的座谈 会，一

方面宣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启发 大家破除

小农经济的影响，引导他们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

展。逐步使大家认识到：要想富起来，光靠几亩水田

不行，必须把多种经营搞上去。根据这个乡的特点，

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扶持粮食生产专业户，

使水田生产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生产专 业化程

度和粮食商品率；二是扶持发展多种经 营，大力 发展

黄烟、亚麻、贝母、园参及饲养鸡、猪、牛 等多种经

营项目。

石门乡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特点，很适于黄烟的生

产，我们鼓励他们扩大黄烟的种植面积，由原 来的100

多垧增加到320垧，又投放了大量 资金，建起 了烤烟

炉。1984年，这个乡虽然遭受了严重的雹灾，但是仍

获得了好收成，仅黄烟一项，产值就达 100多万元。

该乡兰泥村是个只有40多户的小村，过去他们致富无

路，一直是全乡最穷的村。我们向他们推广生产贝母

的经验，扶持20户栽培 贝 母，面 积达2，000平方米。

1984 年，这 个村 仅贝母收入就达10万元，人均收入

500多元，成了贝母专业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二、帮助解决资金困难，
适当延长还款期限。贫困户的

一个共同点就是底子薄，资金

紧张，特别是有些贫困户负债

累累，想发展多种经营，又无

生产资金。针对这种情况，我

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扶持

的资金要一次打足。如果留有

缺口，贫困户无法添补，势必

影响正常生产，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适当放宽

贫困户的还款期限。由于贫困户底子薄，资金回旋余

地小，如果在一个 生 产 周 期结束以后就立即收回借

款，则会影响他们下一个生产周期的进行，甚至连简

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为了做到扶持一个，成功一

个，巩固一个，我 们 注意 了“打足”和“放宽”这

两个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龙尖村农民林玄浩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爱人长

年有病，本人又有残疾，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多年

来欠了不少债，是全村有名的困难户。党的富民政策

给他带来了致富的希望，他想发挥养猪的一技之长，

办个家庭养猪场，但是没有 本 钱，又 没 人愿意借给

他。我们了解后，一次借 给 他2，000元，他买了母猪

和仔猪，安装了饲料加工机，他的家庭养 猪场一次投

产成功，经过全家一年来的辛勤劳动，到年底总收入

达3，700元，人均收入460元。镜城村的朴龙浩也是村

里的典型贫困户，我们扶持 他资金5，000元买了七头

牛。在一般情况下要在当年还款30% ，但考虑到他生

活困难，我们在订合同时把还款期限延长，从第二年

开始还款，这样就使他在下年里有较大的活 动余地，

不用再为来年的生产发愁了。

三、普及科学技术，扎下致富根 子。贫困户的另

一个特点是，专业技能较差。他们虽然有了致富的强

烈愿望，但是没有专业科学知识，仍然不能选择好致

富的项目，即使是找到了项目，也会因缺乏专业技能

而告失败。我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帮助贫困户

甩掉贫困的帽子，扎下致富的根子，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要普及和推广先进的科学知识，使农民掌握致富的

本领。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积极引进新品种。在扶持贫困户的过程中，

常常遇到本地品种不够优良或是种籽不足的问 题。如

在推广贝母生产时，当地解决不了种籽的需要，我们

请示县政府，拿出18万元，从通化 地 区 引 进贝母种

籽，满足了贫困户发展贝母的需要。

二是办好训练班，发放科普小册子，在发展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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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有些发展项目在本地都是新事物，技术力量

薄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多次组织各 种类型的

专业技术培训班，印发各种小册子，提高了农民专业

基本技能，普及了科学知识。如我县过去没有搞过贝

母生产，为了使农民掌握贝母的栽培技术，我 们请来

技术员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了780多人次，使每个

贝母生产户都受到了培训。我们还印发了栽培贝母的

科普小册子2，000多份。

三是依靠典型搞好推广。有些多种经营项目县里

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但对于贫困 户 却是一项新技

术。我们就采用召开现场会的办法，依靠典型引路，

搞好新项目的推广。如北山村金长国过去也是个贫困

户，他自费到外地学习栽培甜叶菊技术，回来后当年

就收入12，500元。看到他种甜叶菊发 了家，许多贫困

户也要求种。我们就在村里召开 了 现场会，组 织 贫

困户来学习，很快就把甜叶菊的生产 在 全 县推 广 开

了。 海 量 （原载《 湖南日报》）

支农促产
基 层 财 政 工 作 要

着眼 于 开 拓 财 源

李世敏四 川省合川县财政局

基层财政工作如何适应农村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商

品生产发展的要求，是 发 挥 基 层财政作用的重要问

题。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财政的职能作用，

必须着眼于放 开、搞 活、开拓财源这个基点上。要端

正理财思想，认真研究 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把支

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

近几年来，我县财政部门为了促进乡镇 经济的发

展，开拓财源，在财政资金比 较紧张的情况下，采取

多种形式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是从财政

预算内外安排周转金，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农村发

展商品生产；二是利用业务主管部门留存的部分生产

扶持金、技术改进费、包干结余等方面资金，发展农

村以种植、养殖和加工工业为主的多种 经 营 商品生

产；三是动员各方面力量，包括国营、集体、个人联

合向农村合作经济企业投 资；四是发动农民自愿集资

入 股，以优惠的条件，鼓励组织小型农村经 济 联 合

体；五是借助于农村信贷活动与劳动积累方式，解决

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资金的需求。目前，在财政部门的

扶持下，全县建立了以种植、养殖业为主的果、茶、

药、鱼、畜、禽等商品基地25处，兴建了以农副产品

加工为主的 丝、绸、纸、饲料等联合企业17户，还有

761户贫困乡村的农民成为各种专业户。
为了促进农村商品经济更快地发展，我县财政部

门还努力从服务上做好工作，提高农村商品生产的经

济效益。

（ 1）从财政扶持的商品基地、重点果园中，选

送一批知识青年作为技术骨干到省柑桔研究所进行短

期培训，并拨出财政资金购置仪器设备及科技资料，

组织科技小组，开展科技活动。

（ 2）由财政出面会同果树站召开技术承包合同

会议，明确要切实保障承包和出包双方的经济利益，

从技术服务措施上保证商品基地的增产增收。

（ 3）由财政安排部分无偿补助和周转金，支持

新开发柑桔的乡村开办民办果技学校，使果树商品生

产的发展与技术培育同步进行。

（4）由财政安排商品生产技术改造资金，分批

投入国营果园及山区茶场，改造柑桔小老树，改造低

产茶园，提高果茶生产的商品率。

（5）由财政向计委编报扶持农村商品生产建设

资金需用的统配物资计划，比如木材、钢材、水泥等，

由计委批复给财政掌握分配，使支农工作基本做到了

钱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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