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优价供应鱼种，搞好典型示范。为了解决

鱼苗繁殖的需要，由县财政补助资金，以50%的优价

提供尼罗罗非鱼大规格鱼种24万尾，供给各乡自行繁

殖鱼苗。同时. 对发展 速 度快，鱼 苗供不应求的地

方，县财政补助资金由主管局代购鱼苗，直接供应到

村户。另外，对承包的水田有90%的面积养鱼，亩产

鱼达到70斤以上的稻田养鱼专业户，县财政优惠提供

鱼种、鱼苗，经济上有困难的借给周转金，使专业户发

挥典型示范的作用。水江乡稻田养鱼专业户有215户，

新村鱼苗专业户黄尚德、黄尚福兄弟俩，繁殖的鱼苗

可以放养水面1，600多亩。专业户的发展，为 全 面推

广稻田养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支农促产
昌 平县乡 镇企业在迅速发展中

文 联昌平县财政局

昌平县是 北 京 市 的一个 近 郊县，是著名的旅游

区。许多有名的旅游胜地在它的境内，雄 伟的八达岭

长城和壮观的十三陵地下 宫 殿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然

而，这只是看到 了昌平县的一个 侧 面。近年来，昌平

县的 乡镇企业也 发展很快，并日益显示 出 其青春的活

力。到1984年底，昌平县 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184个，

比1983年增加 了46%。从过去只能生产砂石、砖瓦和

一般工 业产品，发 展到 包括地材、建筑、食品。轻工

产品、服装、铸造等十个行业，能 生 产平板玻璃、电

冰箱、洗衣机配件 及 化 工 染料等1，390多种产品。其

中部分产品 已打入国际市场或 在 国内市场上占有重要

地位。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昌平县的农 村 产业结构

发生了重大 变化。1984年全县乡、队 两 级工业总收 入

达到2.44亿元，比1983年增长70.2%；乡镇企业工业

产 值占全县工 业 产 值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37.5%上升

到1984年的68.9%；1984年 乡镇 企 业实现利润3.200
万元，比1983年增长16.6%；上缴税收1，5 96万元，比

1978年增长3.2倍；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七 万人，

占全县 农村总劳力的52.2%.
昌平县乡镇企业何以 能发展如 此 迅速呢？其主要

原因是注意发挥了本地的优势。县财政部门对乡镇企

业也给 予了大力的扶持。昌平县距 离北 京市区较近，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方便。他 们 利用城市工 业基础

雄厚，科学技 术 发达，情报信息灵通等条件，同时充

分发挥本地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 劳 力资源等优势，积

极与城市开展经济联合、技 术 协作，与城市互为基地，

互为市场，走城乡联 合发展致富的道路。昌平县羊各

庄大队原是有名的低产和贫困村，自 从与北京洗衣机

厂协作，承揽 了白兰洗衣机的搪瓷件生产任 务后，收

入增加很快，去年人均收入达到1，400元。南口 乡玻璃

厂为首都建设服务，大 力 生产建设所需的建材产品。

去年完成产值375万元，平板玻璃 产 量达到17万标箱，

实现利润60万元。

在乡镇企业的 发 展过程中，昌平县财政部门给予

了大力扶持。从1979年至1984年，县 财 政直接用于支

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达685万元。其中1984年为350

万元，一年的支持资金超过 了 前五年的总和。1979年

由县财政局投 资 3 万 元，帮助流村乡办起 了喷漆厂。

该厂 与北京无线电厂 和 有关部门搞协作，研究出收 录

机外壳的喷塑工 艺。经有 关部门鉴定，该厂的喷塑技

术是全市唯一合格的厂家。1984年该厂 产 值达到222

万元，利 润 为93万元。从1979年到1984年六年共缴税

47.8万元，上缴国家的税收相 当 于财政投资的15.9倍。
高崖口 乡制钉厂 也是 在县财政部门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的乡镇企业。1979年投产后，1983年元钉产量达到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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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1984年上升到2，403吨，相 当 于北京市元 钉 年产量

的一半，为满足首都建设和民用的 需要做出 了贡献。

昌平县内有许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外

的游客很多。昌平县乡镇企业 抓住这个特点，积极为

旅游事业服务。十三 陵乡在市财政部门的扶持下，用

自筹资金和 市 财 政 借 给 的周转金，建造了一座幽雅

舒适、具有明代建筑特色的天寿 山 宾馆，接待中外游

客，受到旅游者 的 欢迎，同时，又 为扩大乡镇企业发

展积累了资金。

长陵乡定陵果脯厂是1958年建厂的老乡镇企业，

当时年产量为200吨，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生产不断

发展。1984年产量达到800吨，产品品 种从过去的三、

四 种增加到十多种，产 品 不仅内销，而且出口 十几个

国家。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和向 中外游客 提供 食品 和

饮料，这个厂 正 在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柿子，试

制果胶和果汁，想方设法 为旅游事业服务。流村乡瓶

厂是为了适应城乡人民生活和旅游业 的 需要建立的一

个乡镇企业。从1982到1984年县 财 政部门共借给临时

周转金50万元。该厂于1984年下半年正 式投 产，当年

产瓶500万只，他们看到旅游事业发展很快，需要大量

的饮料瓶。于是，今 年他们计划再搞一条生产线，扩

大生产能力。第二条生产线完工后，预 计 年产量将达

到2，000万只。

为 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昌平县财 政 部门在筹

集资金、帮助企业改善生产和经营 管 理方面做 了 大量

工作。县财政局按照县政府的部署，组 织 农民集资兴

办乡镇企业，1984年已集 资800多万元。在 资 金发放

上，他们根据乡镇企 业的具 体 情 况，采取 长期周转

金，短期周转金和临时周转金三种形式，财政 与 企业

签订合同，分期拨款，按 时回收，充分发挥了资金效

益。他们还积极为乡镇企业牵线搭 桥，找能人，促进

乡镇企业和外地的联合。昌平县财政部 门 的支持，对

昌平县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昌平县流村 乡喷漆厂工 人在整装产品

昌平县十三陵乡兴 办的天寿山饭店

昌平县长陵乡定陵果脯厂的工 人在包装产品

昌平县流村乡瓶厂工 人在生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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