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方向，提高使用效果。二是建立抓综合计划

编制工作的专门班子。拟请省政府一位副省长

挂帅，由省计委、财政、银行、统计等部门的同志

组成精干的班子，先在小范围组织编制综合计

划工作的试点，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从1986年开始全面编制我省综合计

划。要区别不同资金性质，确定不同的管理原

则，对全省的可用财力统筹调度，以确保各方

面的资金能够更多地用到全省经济科技和社会

发展战略规划指定的重点方向上来。三是加强

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运用。要增加专业人员的

配备，争取新设的电子计算机尽快投入使用，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对各种数据和经济信息

的处理，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要对一

些重大项目进行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和可行性

论证，为有关领导决策提供最佳方案和依据。还
可以通过分析和提炼有价值的信息，预测经济

发展，预测市场需求。为指导企业生产，促进

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四是建立对各级各类资金

使用的责任制，从制度上促进提高用财效果。
还要解决监督不严、检查不力的问题，通过严

肃财经纪律提高用财效果。五是尽快提高综合

计划工作队伍的业务素质。力争通过一段时间

的培训，使从事综合财政计划工作的同志中有

越来越多的经济师和会计师，以担负起综合计

划工作越来越繁重的任务。

农业财务咨询 国家财政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有哪些支持？

国家财政为了支持和促进农业的稳产高产，在农

田水利方面，每年都安排一定的“小型农田水利补助

费”，用于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提高对水旱灾害的抗

防能力。1953年至1983年，国家财政用于小型农田水

利和水土保持的补助费达281.7亿元，平均每年9.09亿
元。1984年约为18.34亿元。这些补助费主要用于以下

几个方面：

一、举办、改造、配套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经费

补助。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和农户，凡自愿举办、改

造、配套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需资金全部自筹确有

困难的，可以向当地水利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申请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等项经费补助。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包括：1、小型灌溉、排涝、治碱和设计库容在一

百万立方米以下的蓄水工程；2、国家举办的大中型

水利工程属于农民筹办的配套部分； 3、机电灌溉用

井和喷灌、滴灌设施； 4、吃水困难的地方病区、山

区、牧区和海岛的人畜饮水工程；5、小型水库的除

险工程。

二、县以下水利部门组织群众进行农田水利的试

验研究、技术改革的费用，乡镇农田 水 利的建设规

划、测绘所 需的仪器、设备费用，以及北方地区进行

观测地下水所需的费用，可以酌情补助。
三、为了管好乡、镇和合作组织经营的机电排灌

工程，经省批准的县以下专业管理组织所需添置的简

易维修设备费用，以及培训县以下技术员的费用，可

以酌情补助。
四、乡镇农田水利专业队购置或改装施工机械设

备所需的费用，应由乡镇自筹解决。如确有困难，可

酌情给予补助。

目前，我国农田灌溉能力不高，今后还需继续举

办小型农田水利事业，国家财政还要从以上几方面给

予支持。为了进一步提高扶持资金的经济效益，要根

据各地的情况，逐步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补助费由

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

（隆 宗）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农业财务咨询
	国家财政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有哪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