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58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08 年，中央财政设立了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三年来共安排

9.3 亿元支持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江西

省抓住国家实施优势产业布局的机遇，

选取水稻、柑橘、环鄱阳湖水产及油茶

四大区域性优势主导产业，发挥财政资

金的引导作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随着项目建设的竣工，四大

区域性优势主导产业已然成为江西农

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增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加

速器。

老产业绽放致富花

“东方橄榄是油茶，盛产地区在中

华；阳光雨量山林地，江西种茶正适

宜……”这是在江西广为流传的“油茶

歌”中的句子。可这个被江西人民广为

熟知的产业长久以来却并没有给农民

带来同样美好的经济效益。

以赣南油茶中心产区之一石城县为

例，茶油作为当地传统食用油，解放初

期，种植面积有12万亩，但由于产油量

低、缺乏管理、老化荒化等原因，油茶

林面积锐减，到2007年，全县仅剩3.8

万亩残次油茶林，其产量连当地人使

用量都达不到，更别提外销了。2008

年，当中央财政支持江西省现代农业

发展时，油茶作为江西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的四大产业项目之一，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当年，石城县被列为20个

油茶产业示范县之一，每开发一亩油茶

林即可获得中央和省财政补助375元。

面对难得的机遇，石城县2008—2009

年在获得中央财政和省财政 630万元

资金的同时，县财政积极安排配套资

金256万元支持油茶产业，全力发展优

势产业。有了财政补贴，农民的热情高

涨，两年来，石城县新造高产油茶基地

2.7万亩，改造低产油茶林 4000亩，油

茶产业的发展不但绿化了大面积的荒

山，而且直接带动农民增收近 3000万

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通过区域性优势产业发展，推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石城并不是一个

特例。自2008 年以来，按照水稻、柑

橘、鄱阳湖水产和油茶产业区域规划，

省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择优选择重

点地区，粮食产业在南昌县等30个水

稻主产县实施；柑橘产业在于都县等

13个优势县实施；水产产业在都昌县

等26个项目县实施；油茶产业在石城

县等20个重点县实施。和石城县一样，

这些项目县发展相关产业都有一定的

优势，但之前大部分是小打小闹的家庭

经营模式，标准化建设水平不高、农产

品加工工艺水平低，增值能力不强，中

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促使其转变了发展

思路，形成了集中连片建设、规模发展

的模式，效益显著。

据统计，目前四大区域优势产业主

导产业项目已全部竣工：项目区建设标

准粮田40.5万亩，平均单产由442公斤

提高到490公斤左右，带动全省增产稻

谷15万吨左右；柑橘栽培面积 250.7

万亩，占全省柑橘种植面积的53.4%，

产量达 210.4万吨，占全省柑橘总产量

的75.1%，受益农户达 26.1万户，2009

年果农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585元，

增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改造的4.68

万亩池塘增收节支近 8000万元，亩均

增收 1705元 ；新建高产油茶林100万

亩，居全国第一。

财政资金助标准化领跑

也许你不会相信，江西农田基础

设施会像制作产品般一板一眼地按照

相关标准来建设。如，水稻产业要建成

“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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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灌”的标准粮田；再如，现代渔业产

业要打造成“池成方、埂成形、路成条、

树成行、渠成网、灌可进、排可出”的

水产养殖样板区、标准化水产健康养殖

带动区、特产高效渔业示范区，等等。

然而，这种近乎刻板的模式，却带

动了江西现代农业大踏步地发展。潥

江乡庄里村村民李菊如高兴地说：“现

在我村的农田，水好放、路好走，便于

农业机械作业，不仅省力，而且劳动

效益提高，往年，我家种 13亩地感到

吃累，今年，我打算承包别人不种的水

田，争取种到50亩。”都昌矶山湖水产

养殖户杨健生也同样感概道：“渔池改

造很关键，现在鱼发病率很低，水位

也比以前深两米，达到了3.5米，产量

更是增加了不少，通过改造，亩产由原

来的600 公斤增加到了现在的1100 公

斤，现在是越做越来劲。”

有限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效果

明显的环节要加大投入，江西财政对

标准化农业项目集中投入，重点支持，

确保项目形成集中效应、整体效应、板

块效应。针对不同的建设内容，采取

直接补助、先建后补、以建代补、以

奖代补、实物补助等多种支持方式，确

保项目效益。据统计，2008 年江西在

四大产业标准化改造方面共安排中央

资金1.54 亿元。2009年，在上年工作

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项目建

设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加大资金投

入，在中央财政的引导下，整合了9.38

亿元支农资金，投入标准化农业产业

设施建设。

为了管好用好标准化农业设施建

设资金，江西财政按照“看得见、摸得

着、有指标、能考核”的原则，及时下

拨项目资金，并建立月报统计制度，实

施项目期中绩效督查，强化绩效管理，

将建设结果与资金的分配直接挂钩。

对考评成绩好的，给予奖励，加大中央

和省级财政的支持力度；对成效不好，

考核排名落后的项目，暂停一年，不安

排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并要求其采取

有力措施整改。

各类资金涌向优势产业

随着各类项目建设的不断竣工，不

少民间资本也看到了四大农业板块新

引擎的力量，于是，当四大板块产业项

目渐入佳境时，各类资金特别是民间资

金随之潮涌。

为了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走进现代

农业的生产链条，江西实行了“公司+

农户+基地”的开发模式，促使四大板

块产业迅猛发展。采取企业和大户示

范、以点带面的办法，既发展集中连片

规模种植，也发展以户为单位小面积

种植，从而带动千家万户参与四大板块

产业生产。

以石城县为例，除中央和省财政

补助资金外，县财政每年拿出项目资金

250 余万元，还引导林农通过林权抵

押等方式向商业银行贷款，并争取了欧

洲投资银行生物质能源项目，每年可获

得信贷资金数百万元。在各种资金的

引导下，公司、农户、返乡创业能人投

资油茶产业开发的热情高涨，每年都

有2000 余万元的社会资金投入油茶产

业开发，促使该县油茶产业发展进一

步提速。近两年来，石城县开发和改

造的高产油茶基地中，企业造林面积占

59.5%，大户造林占28.4%。

再以于 都 县为例，2008—2009

年，于都县被列为中央财政支持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柑桔产业项目县并获

扶持资金 1415万元，县财政整合科

技培训、农业技术推广、财政科技扶

贫资金、以工代赈、财政扶贫项目贴

息、退耕还林等资金 4650.8 万元。通

过整合资金的带动，全县共吸引社会

资金 21706.17万元投入脐橙产业开发

和龙头企业建设，其中群众自主投入

14693.17万元、金融机构农业产业发

展项目贷款7013万元。财政资金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了脐橙产业

的大发展。

向有限的土地要增量

现代农业的特征体现在哪里？除

了现代装备设施、新型专业合作组织，

还应有科学种养技术与新型农民组合

才能发挥出其功效。为了让各类农业

技术知识全面向农民推广，2009 年，

江西财政专项安排5000万元资金，建

立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形成专家负责、技术人员包户的农技推

广新机制，并开展各类培训，培育新型

农民，让他们学会用最新种养技术向

有限的土地要增量。

此外，江西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

通过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等粮食生产新

模式，集成良种示范、抛秧、土壤有机

质提升、病虫害防治、农机机械化等技

术，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竞

争能力。柑橘、油茶、水产业也同样呈

现一幅向科技产业看齐的局面，江西财

政安排资金繁育大量无病毒柑橘良种，

培育国家级柑橘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推广油茶高产苗木，建立油茶产业发展

示范基地；合理搭配养殖品种和密度，

推广使用微生态制剂、测水施肥和生

态修复等调控技术，建造池塘标准化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四大优势产

业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实现了增产、

增收的目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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