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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2 亿元。

坚持风险防范，用好债券资金。

一是严格预算管理，规范债券资金使

用。市财政将政府债务借、用、还分

类纳入全口径预算，及时编制预算调

整方案，足额安排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资金。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依

法将新增债券资金用于公益性资本性

支出。二是加强信息公开，接受各方

监督。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

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决算公开的常

态机制，牵头组织开展 2015 年以来全

市 350 多个新增债项目资金使用、建

设进度、运营情况等存续期信息公开。

市财政每半年主动向人大报告全市债

务规模、结构、风险评估以及防范化

解债务风险举措等，自觉接受监督，

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是抓

实绩效评价，强化结果运用。全面梳

理 2017—2020 年新增债券项目，确定

55 个已完工项目开展事后绩效评价，

71 个在建项目开展中期绩效评价，涉

及债券资金 270.7 亿元，设置一级、二

级、三级共 31 项指标进行全方位评

价。从评价结果来看，合肥市新增债

券项目较好发挥了债券资金的使用效

益，有效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作者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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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财政局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财政部和

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有力支持下，

持续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深入推

动财政金融融合，瞄准优化增强小麦

全产业链，赋能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功打造了优质小麦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的“滨州模式”。

财政金融融合，多元投入发力推进

小麦产业发展

（一）加强整合涉农资金。财政部

门始终坚持把涉农资金整合作为撬动

小麦全产业链发展的优质杠杆。近年

来，累计整合财政资金 10.69 亿元（市

以上资金 9.4 亿元，区级资金 1.29 亿

元）支持小麦产业发展。其中，整合良

财政金融“组合拳”加码
助力打造小麦三产融合发展“滨州模式”
山东省滨州市财政局｜赵晓璐

种研发与繁育、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6.3 亿元 ；优质粮食工程、中国好粮油

行动计划、现代农业产业园、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等项目资金 3.4 亿元 ；生

态文明建设专项、大型沼气工程建设

等项目扶持资金 7100 万元 ；国家和

省级农业科技发展资金项目、国家数

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山东省重大科

技专项等科技创新发展项目补助资金

2860 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二）强化带动金融资本。财政部

门以推进财政金融融合支持小麦全产

业链发展为契机，逐步建立“多维融

合”的财政金融政策融合体系。由财

政出资设立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障基

金，撬动金融机构小麦订单收购贷款

11 亿元 ；发挥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

持作用，发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专项债券

规模 8.1 亿元，重点建设了年出栏 150

万头生猪和仔猪农牧融合发展项目和

小麦精深加工产能扩建与装备提升项

目，利用小麦精深加工废弃物液态酒

糟养殖生猪，实现了农牧深度融合与

绿色循环发展。

（三）多元吸引工商资本。组织和

鼓励小麦产业集群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组建企业合伙人等形式，

提高融资能力。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首发上市过

会，募资 7.7 亿元 ；滨州中裕食品有

限公司与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 6 家企业成立 60 亿元产业发展

基金，持续扩大投资小麦产业集群的

资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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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持重点，政策精准发力支撑

小麦产业发展

（一）支持种业发展。种子是高产

稳产高效的核心，种业是现代农业发

展的“生命线”。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

育种技术和三产融合作为发展小麦产

业的着力点，支持创建了农业农村部

小麦加工（企业）重点实验室、国家小

麦加工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支

持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

研院校合作，组建了程顺和院士工作

站、山农大田纪春育种团队、中裕农

业科学研究院等三支育种队伍，自主

研发了裕田麦 119 等 12 个优质强筋小

麦新品种，建立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6.5

万亩，滨城区辖区内 95% 以上耕地使

用自身研发的小麦良种，实现进口小

麦的完全替代。支持引进世界领先的

技术装备，优化生产工艺，初加工多

功能面粉、花色挂面、猪肉制品，精

深加工谷朊粉、膳食纤维、功能肽等

产品，打造了高于国标的九大系列食

品 200 余种，有效满足了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在全国范围内搭建由 30 多

万家网店组成的销售体系，实行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跨界融合发展餐饮商

超，在滨州市建成店面 460 家并扩展

至济南、北京等一二线城市，打造了

“中裕快餐”“三利快餐”等品牌直营

店和连锁店。

（二）支持绿色循环。财政部门始

终以绿色循环产业为支持重点，支持

滨城区采取“农牧融合”发展模式，利

用深加工产生的废弃物液态酒糟为主

要原料，与麦麸和鲜贮玉米粉混合制

作液态纯粮饲料养殖生猪。养殖产生

的粪污进入三个大型沼气工程，转化

为清洁能源和优质有机肥。铺设地下

管道封闭输运系统 92 公里，将沼液封

闭输送还田，化肥使用率减少 50% 以

上。统一收集处理全区 4.2 万户农村

旱厕改造粪污，彻底解决了农村旱厕

改造运转“最后一环”，有效助力“富

强滨州”建设。

（三）支持农民增收。财政部门始

终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导向，以带

动农民持续增收为发展目标，推行订

单回收模式，推广带动各地优质小麦

种植面积突破 200 万亩，对优质小麦

较市场价加价 10% 以上回收，带动全

市 35 万户农民年增收 3.1 亿元，实现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强链延链展链，融合拓展业态实现

小麦产业发展

（一）实现“一链推进”。以中裕食

品、泰裕麦业、隆鑫天润等农业企业

为龙头，以优质小麦“产加销服”一体

化融合发展为动力，建成了涵盖“高端

育种、良种繁育、订单种植、仓储物流、

初加工、精深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

生态养殖、食品加工、餐饮商超”等十

大板块的产业链条，培植出了“三产

融合、跨界融合、绿色循环”的小麦产

业新业态，构建了产业链延伸、价值

链提升和供应链贯通的发展新格局。

（二）实现“四个提升”。实现了传

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

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的“四

个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农业稳步推

进，三年内全产业链产能翻了两番，

塑造了产城融合、军民融合、食品加

工与餐饮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优势，创

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各 1 个，

山东名牌产品 2 个，17 个产品入选“中

国好粮油”产品名单。

（三）实现“三园同建”。紧紧把握

优质小麦这条产业主线，充分发挥辖

区优质强筋小麦种植区域优势，全力

推进三产深度融合，滨城区先后获批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国家级园区，成为全国唯一的“三

园同建”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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