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为发展农村商品 生产铺路

刘建国  熊人泽  牛维洲安徽省财政厅农财处

去年，我省在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精神的

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各项农村经济政

策，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巩固和完善，尽

管我省遭受了建国以来第二次特大洪涝灾害，
仍然夺得了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全省粮食

总产达370亿斤以上，农村商品 生 产也有了很

大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在促

进农业开创新局面的工作中，着重抓了“三个

突破”，收到了好的效果。一是突破“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老框子，从过去单纯支持社

队集体发展生产，转向重点支持各种合作经济

组织和承包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支持农

村推广应用科学技术；二是突破只重视农业的

圈子，转向 支 持 农、林、牧、副、渔和农、

工、商、运输、服务行业全面发展；三是突破

一般化地支持生产的老套套，转向从生产、分

配、流通全过程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个

基础上，积极组织 财 源，因 地 制宜，抓住重

点，搞活全局，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铺路。
一、本着扶持一点、受益一片的精神，支

持“两户一体”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各地出现的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

体，是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排头兵，标志着我

国农业从传统的自给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向

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商品生产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目前，我省的专业户和重点户已达

140多 万 户，占农户总数的15%。这么多的专

业户和重点户，而支农周转金有限，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把支农周转金

支持具有专业技能的专

业户和重点户，使其起

到“酵母”的作用，就

可以通过他们，把农村

商品生产带动起来。休

宁县财政局1983年扶持

583户 专业 户 周 转 金

94，500元，他们特别注

意在扶持一点、受益一

片上下功夫。如为了发

展养鸡生产，县财政局扶持梅林乡一个专业户，

购置养鸡机械设备，办起了一个鸡场。到1983

年底，这个养鸡场出售鸡蛋、雏鸡、嫩鸡、商品

肉鸡等的销售收入达76，599元，纯收入19，855

元。该场的良种鸡已扩散饲养到省内外 209 个

专业户，还向 本村18户社员提供了价值4，000

元的良种鸡、良种猪与饲料，扶持他们发展生

产。
二、积极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

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发展农业，一靠政

策，二靠科学。我省许多县的财政部门，从有

利于挖掘农业生产潜力，增加农业资金积累，
解决农民生产需要出发，积极筹集资金，同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

广应用。一是支持农业 科 学 技术的培训和交

流。如宿松、砀山、歙县等地的财政部门，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技

术讲座，组织农业技术培训团；建立科技询问

处，推荐与编印各种技术资料等，为提高农民

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用。二是扶持科研 重点项 目的研究与推广应

用。砀山县是我省水果生产基地，年产量占全

省水果 总 产 量的40%。省、县财政部门先后

拿出20万元资金，支持建立了砀山县果树技术

科研所。现在，这个所已研究成功七个科研项

目，并在全县推广了 水果 贮藏、酥梨品种选

育、富士 苹果 等 项科研成果，仅1983年，全

县水果就增产3，000多万斤。三是积极支持为开

展农 业 技 术 推广服务的事业。如亳县财政部

门，拿出一些资金扶持县植保服务公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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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以县为 植 保 技术推广中心，在全县各

区、乡都建立起植保服务公司（队），县、区、

乡合理分工、协调一致的植保体系。他们还积

极帮助该公司加强财务管理，严格经济核算，
建立并落实了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该公司开

展技术服务活动所需的经费，主要依靠提供技

术服务收费解决。1983年，植保服务公司共为

89，456户农民提供了 服务，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去年，亳县遇到了 罕见的“豆天蛾”病

虫害，植保服务公司大显身手，有效地防治了

384，000亩大豆病虫害，使2，304万斤大豆免遭

损失。他们还为10万亩小麦防治病虫害和喷撒

磷肥，约增产小麦75万斤。
三、协助疏理商品流通渠道，发展农村商

品生产。在农业生产商品率迅猛提高的情况下，

许多地方出现了“买难卖难”的问题。为使农产

品尽快转化为商品，各地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采取措施，帮助疏理流通渠道，促进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第一，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花色品种，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如歙县近

年来茶叶生产处于“饱和”状态，县财政局在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狠抓了茶叶质量，严格了茶叶烘炒工艺，增加

了各种名茶和中、低档茶的生产，茶叶品种由

五六种增加到十几种，并美化了装潢，实行了

小包装，很快打开销路，扭转了茶叶滞销的局

面。第二，改进产品的加工、贮存条件。如砀

山县拥有5，700亩砀山酥梨，年产8，000万斤左

右，由于产量大，采收期集中，产、运、销矛

盾较大，往往因运销不及时，腐烂变质损失很

大。为此，省财政直接支持砀山县果树技术服

务公司10万元资金，用于酥梨保鲜贮存项目的

试验推广。到1983年底，该县已建窖41座，贮

存酥梨50万斤，延长了贮存期，好果率达80%
左右，此项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将缓和酥梨

产、运、销的矛盾。第三，兴办各种专业服务

公司，为农户提供产前、产后服务。如亳县财

政局积极帮助亳州镇先后建立了农副产品贸易

与运输等服务公司，向农民提供产品销售、信

息指导、洽谈业务、饲料加工、原材料供应和

运输等多项服务，在促进搞活农村经济方面起

到了显著的作用。
四、大力扶持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

益。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是提高经济效益，增

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主要

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层层抓点，重点扶持。
省财政厅除重点联系十 个县 以 外，还抓了安

庆、徽州两 个 地区和芜湖、天长 两个县的茶

叶、蚕桑、柑桔、养鱼等四个重点项目，进行

重点扶持。两年来共安排财政 支 农周转金近

600万元，通过县财 政 部门直接发放，签订合

同，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二是各地根据各自的

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扶持多种经

营的发展。如歙县财政部门根据县委、县政府

提出的“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综

合发展”的山区生产方针和重点兴建20个经济

作物商品基地的规划，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中

心，重点扶持了茶叶、蚕桑、林业、果木四个

项目的建设。在扶持发展新项目的过程中，他

们在认真审定的基础上，坚持先签订合同，明

确各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然后根据项目的进

展情况分批拨款，监督使用。目前，茶叶基地

已提前实现规划的要求，全县现有茶园327，000
亩，扩建初制茶厂700多 座，茶叶已成为歙县

的拳头产品，产量居全国首位。
今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工 作的一号文

件，要求我们必须从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工

作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必须把农业生产和

产品的交换、分配、消费作为商品生产的全过

程统筹考虑。为此，我们一定要把支持农村商

品生产与改进本部门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根

据我省发展农业的战 略目 标 和农业的生产结

构，逐步调整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分配结构，进

一步做好农财工作，帮助有关方面疏理商品流

通渠道，促进我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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