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花钱问效”
需强化评价机制的硬约束

高州以贫困村为试点， 推动
农村“三变”改革，发动贫困户和
村民以资金、土地、房屋等要素资
源入股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发展扶贫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如
今，成为“股东”、“上班族”的农民
越来越多。 这些农民有以扶贫资
金入股的，也有以土地、房屋等入
股的“股东”，除享受土地保底收
益和基本工资外， 还有提成或收
益分红。

在镇江镇南果花乡， 贫困户
张开柱借助帮扶单位的扶贫资金
和3亩多土地入股基地，还担任基
地自行车游玩项目的管理服务
员，为游客提供服务。 如今，他土
地租金年收益2460多元， 在基地
做工年收入19200元，分红年收入

4000元。他说，主要基地效益好还
能领到提成奖励， 日子过得越来
越有盼头。

“做了大半辈子农民，做梦都没
想到，我会成为一名股东。” 今年50
多岁的梁万贵是高州市南塘镇平乐
塘村村民，他以土地入股合作社，获
得土地租金之余， 还享受该村旅游
项目古郡水城的收益分红。

“群众入股并开始上班，参与
企业发展，分享改革成果。 ”镇江
镇相关负责人说， 有劳动力的贫
困户大部分都融入产业项目，村
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变身为“股
东”“上班族”，获得“租金+工资+
分红”收入。镇江镇3条贫困村219
户贫困户， 有186户参与分红，户
年均增收3000元； 有30户出租土

地47亩， 户年均收益1500元；50
多名贫困人员在基地务工， 户年
均增收2.4万元。“三变”改革让公
司、合作社、农户三方形成“责任
共同体”， 推动实现合作社强、农
民富、公司发展的共赢目标。

“三变”改革破解瓶颈，依托
农民合作社带动了村民的积极
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高州
正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
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为契机，在
政策上加强指导扶持， 在人员上
加强队伍建设， 在项目上加强产
社融合，在产销上加强服务提升，
在工作上加强统筹推进， 立足特
色做大做强合作社， 把合作社办
成农民增收的“聚宝盆”、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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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息烽县近日出台文
件 ， 进一步规范和整治滥办酒
席。 文件规定，村（居）民违规滥
办酒席的 ， 取消县级各类惠民
补助 ；子女入学 、入党 、参军和
参加国家公务员及各企事业单
位招录等 ， 相关部门必须据实
出具该家庭成员是否违反规定
滥办酒席的情况。

对于农村基层地区的“无事
酒 ” 盛行之风 ， 加以适当的引
导 ，是一件让人拍手称快的事 。
这是因为几近泛滥化的办酒之
风 ，在加剧民众负担的同时 ，也
为非理性攀比的社会风气推波
助澜。 这个问题需要干预，早有
共识 ，可到底该如何干预 ，却往
往衍生出一些变味的现象 。 息
烽县将违规办酒与惠民补助和
子女入学 、 公务员考试联系在
一起，显然有用力过猛之嫌。

要知道，惠民补助的发放及
村民子女入学 、公考资格 ，这些
都是由明确的规定和法律所赋
予的权利 ， 它不受其他因素的
影响 。 地方发布一个规范和整

治滥办酒席的红头文件，就将之
与违规办酒绑定在一起，显然于
法无据。 也就是说，暂且不论此
规定是否有效，它的合法性也面
临疑问。 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应
该及时启动相应的合法性审查，
不能让这样有违法嫌疑的政府
文件来“闹笑话”。

事实上，仅在整治违规办酒
之风方面，近些年被曝光的有违
法之嫌的政府文件规定，就不在
少数。 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
地方对违规办酒的村民取消低
保 、养 老 补 贴 ，甚 至 搞 “连 坐 ”
———“一家违规全村受罚 ”。 此
类做法，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住违
规办酒的风气，反倒暴露了地方
政府法治意识的不足，其带来的
负面影响甚至比滥办酒席更大。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地
方未能真正理解现代治理的真
正内涵 。 面对一些地方滥办酒
席的风气，地方政府意识到需要
干预 ，这是值得肯定的 。 但是 ，
现代治理，首先应该保持程序与
目的的自洽，不能因为滥办酒席

的风气需要 “治 ”，就可以忽视
程序的正当性 。 对于不良的酒
席之风 ，在行政干预上 ，本就应
该有针对性地作出适当、适度的
应对 ， 而不是 “胡子眉毛一把
抓”、“一刀切”。

比如 ， 一些公职人员大操
大办酒席 ， 这就不仅仅是 “民
俗 ”范畴的事 ，还关系到纪律甚
至法律的问题 。像近些年 ，一些
落马官员的通报中 ， 就有利用
办酒席的机会 ，拉拢关系 、敛财
的细节 。对此类现象 ，不仅应该
及时干预 ， 更应该依据纪律规
定予以严肃查处 ，涉嫌违法的 ，
还应追究法律责任 。 对普通民
众来说 ，办不办 、如何办酒席 ，
终究只是 “私事 ”，只要未违反
法律规定 ，就都属于 “即可为 ”
的范畴 。 那么 ， 地方政府的干
预 ，就只能从倡导 、引导的角度
出发 ， 而不能动辄越界以行政
命令来强制约束 。

一些地方政府 ， 一旦发现
需要 “管 ”的现象 ，就条件反射
地想到 “一刀切 ”立规 ，不仅是

法治意识缺陷 ， 也未尝不是一
种懒政 。因为现实中 ，要达到某
种善治 ， 并不是除了行政命令
就别无他法 。比如 ，不少地方目
前已经在探索利用村规民约对
基层的办酒之风进行引导 。 如
一些地方基层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 ，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 ，分别
制定章程 ， 倡导从新从简办理
红白喜事 。这样的规定看似 “温
和 ”，也未必能像行政命令那般
“立竿见影 ”， 但却因为是基于
村民自治 ，不仅合理合法 ，而且
更具有自省 、自觉的价值 ，其长
远效果要好得多 。

说到底，政府部门出台任何
的治理举措，首先都要守住法律
边界。 移风易俗，政府部门可以
发挥作用，却不能“蛮干”。 这方
面， 在平坟、 殡葬改革等领域，
多地都已经有过深刻教训，遏制
滥办酒席之风 ， 切勿再重蹈覆
辙 。 司法部门对于一些有违法
之嫌的地方做法和规定，也应该
及时亮明态度 ，而不是 “睁只眼
闭只眼”。

据羊城晚报报道 ，政府网站日
前公开了一整套 2018年度广州市
“花钱问效”评价信息。其中包括市
本级财政支出绩效情况的报告 、11
个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简版 、12
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简版和
86个绩效自评复核项目结果情况
表。 相较去年的首次公开 ，今年广
州市公开 “花钱问效 ”部门和项目
数量进一步增多 ，评价信息公开的
范围也在扩大。

据称 ，广州市财政局此次委托
了11家第三方机构 ，对全市11个部
门的整体绩效进行 “花钱问效 ”评
价 ， 涉及市本级财政资金310多亿
元 ，预算完成率为98.26%。 其中预
算完成率在90%以上的部门 10个 ，
仅有1个部门为82.5%，预算完成总
体情况良好 。 评价报告显示 ，第三
方机构对于政府部门的预算执行
及效果 、 成绩等作了打分评价 ，同

时对存在的不足与需改进之处 ，也
提出了相应建议。

“花钱问效 ”是我国近年实施
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要
内容。 让第三方机构对政府花钱进
行评估 ，不仅令公共财政的运作置
于阳光下 ，同时 ，它对于财政资金
的投入正当性及使用效率等 ，也增
添了考评和监督机制 ，从而确保财
政资金的公开透明和高效。

过去 ，政府部门究竟花了多少
钱 ，财政拨款用在何处 ，投入是否
合理 、效果如何 ，公众并不十分知
晓。 虽然各级政府每年也会公布财
政预决算报告 ，但那都是较笼统的
大数据 ，对普通百姓来说 ，很难分
析和理解其合理性 。 况且 ，财政预
决算本身涉及较多专业领域的知
识 ，亦非普通人所能参透 ，这就必
须借助第三方机构的专业评估。

从市级财政率先 “晒三公 ”，到
成为全国首个三级政府 “三公 ”公
开的城市 ，广州市近年来公共财政

改革成就有目共睹 ，许多探索在全
国都有标杆意义。 今年广州又公开
了11个部门的 “花钱问效 ”，这也显
示出财政改革的不断推进 。 诚然 ，
相较于广州市 2018年 2900多亿元
的财政预算 ，此次所涉资金的比例
仍较小 ，人们也期望能有更多部门
尽快加入“花钱问效”的行列。

除了 “花钱问效 ”范围的扩大
外 ，还应强化评价监督机制自身的
建设。 譬如加强各项资金使用的透
明度。 现公开的评价报告均为总结
概况性的 ，并无具体分项表 ，能否
将一些重大支出公开 ，从而让公众
去评判 ？ 又如 ，现今的评价均为结
果导向 ，能否在资金使用的半程中
即进行评价监督 ，从而减少可能的
决策失误 ？ 同时 ，对监督发现的问
题该如何追责和及时改进 ，亦须落
到实处 。 总之 ，要做到 “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 ”，就须加强监督机
制的刚性约束 ，不能让其流于表面
化。（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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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滥办酒席，不宜以行政命令来强制约束 □朱昌俊之公民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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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升升农农民民合合作作社社质质量量
茂名高州打造全国样本
在交流座谈会上，试点城市与会人员盛赞高州农村产业培育模式

今年，农业农村部批复同意
广东省茂名高州市等 8 个省 30
个试点县 (市 、区 )农民专业合作
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实施
方案。 12 月 10 日，全国农民合
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交
流座谈会在茂名市高州召开。
不少与会人员纷纷点赞高州农
民合作社规范发展， 培育农村
产业，带领农民致富，为其他城
市提供样本。

高州是全国水果第一市、
广东农业大市， 先后获评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整县粮
食高产创建示范县、 全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 自被农业农村
部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
升整县推进试点单位以来，高
州按照试点工作三方面 12 项

任务的要求，坚持做到三个“两
手抓”，推动合作社质量整体提
升，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效。
目前， 高州市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 1187 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7 家、省级示范社 24 家、市级示
范社 61 家、县级示范社 40 家，
社员 2.45 万人， 带动农户 8 万
多户， 年销售农产品总值超 12
亿元。

10 日上午， 与会人员分别
参观了高州市深埇毓秀种植专
业合作社、 根子柏桥荔枝龙眼
专业合作社、 高州市百方乡村
旅游专业合作社和根子柏桥荔
枝龙眼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

据悉， 高州大力推动合作
社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一方面，
采取“村社合一”模式，把合作

社、 村集体和农户等各方利益
捆绑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同推动乡村建设。 石鼓深埇
村毓秀种植专业合作社、 根子
桥头村百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都是典型的“村社合一”模
式，全村村民入股入社，共同发
展乡村产业和建设美丽家园 。
另一方面， 高州以贫困村为试
点，推动农村“三变”改革，发动
贫困户和村民以资金、土地、房
屋等要素资源入股合作社和龙
头企业，发展扶贫产业，助力脱
贫攻坚。 目前，高州市已成功打
造“三变”改革试点 7 个、示范
点近 40 个，其中 70%采用“合
作社 + 农户”模式，并且绝大部
分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高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

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成效初
现，得到与会人员的称赞。 安徽
省天长市副市长陈学文说，高
州农村产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
象，产业特色明显。 农民合作社
培育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并带
动农民致富， 具有明显的高州
特色， 并为其他城市提供一个
样本。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副
区长沈顺华说， 高州充分发挥
农民合作社作用， 带领农民脱
贫致富，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当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一级巡视员赵铁
桥，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
书记、 省委农办省扶贫办常务
副主任许典辉和 30 个试点县
(市 、 区 ) 的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会。

以资源要素入股合作社
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茂名高州因地施策推动合作社质量稳步提升，
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引擎

本版文图 / 全良波 龙步云

行走在高州市根子镇桥头村，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发展画
面。 房屋白墙黛瓦、广场宽敞明亮、一河两岸生机勃勃……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认
为桥头村依托高州建设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兴村强县
示范、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广东省森林小镇、广东省古木公园等 6 个项目，发展乡
村旅游，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发现，高州提升农民合作社整体质
量，推动合作社外联市场、内联农户，为高州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村民以资金、
土地、房屋及其他要素资源等入股合作社，变农民为股民，正展现出一幅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

近年来，高州市立足于资源优
势，紧扣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
脱贫攻坚有利契机，以产业发展为
抓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走
访发现，高州出台《高州市“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
革试点方案》（简称 “三变 ”），依托
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民致富。

在高州市石鼓镇深埇村，以
成立深埇毓秀种植专业合作社为
契机开展新农村建设， 村庄旧貌
换新颜，土地盘活，产业发展起来
了， 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
越强。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深埇
村成立深埇毓秀种植专业合作
社，125户村民全部入股， 筹集资
金200万元，成为深埇村新农村建
设的首笔资金。

经过生态园圣女果种植区，
工人谭幸波告诉记者， 她现在既
是合作社的股东又是工人， 既有
分红又有工资， 大大增加了家庭
收入。 每天到种植园工作能获得
70元—100元的工资，一年下来家
庭增收几万元。 家里的旧电器今
年可以换新了， 这几天正准备去
商场逛逛，过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了，可以回
家照顾小孩和老人，非常方便”。

深埇毓秀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祝禄森说，通过成立合作社，
整合项目、社会融资等渠道，加大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带动村
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
农民增收致富。 村民将田地集约
到深埇毓秀合作社开发， 环境改

善吸引企业前来， 让村民在家门
口打工。 村民有租金收，有工资，
年底又有股份分红，既是工人，又
是老板。

“村社合一”模式把合作社、
村集体和农户等各方利益捆绑起
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
乡村建设。 高州成功打造“三变”
改革试点7个、 示范点近40个，其
中70%采用“合作社+农户”模式。
7条试点村流转土地、山岭、水面
近6000亩， 产业项目建设成效显
著。 其中，古郡水城成为休闲旅游
的一个热点， 深埇村成为茂名市
新农村示范村， 建国生态农业公
司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
设单位， 马贵高山草甸运动小镇
项目建设初具规模。

村社合一共建家园

近年来， 高州乡村产业项目
齐头并进， 落地开花结出了累累
硕果，精准扶贫干得如火如荼，已
在发展特色产业、增强“造血”功
能等方面快马加鞭。 在试点工作
推进中， 高州培育壮大农民合作
社，拓宽发展领域，挑选同一区域
产业密切关联的合作社， 组建联
合社打造农业品牌。

目前，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级兴
村强县示范、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
业园、广东省森林小镇、广东省古
木公园等6个项目先后落户根子
镇。乘着建设东风，高州市组建联
合社，让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为项
目建设提供支撑。

根子镇荔枝产业联合体由高
州市丰盛食品有限公司、 根子柏
桥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 何建和

果蔬专业合作社及5个种植大户
组成， 对达到标准的荔枝龙眼鲜
果，由公司以高于市场价2—3元/
斤的价格收购， 加工后实行统一
品牌、统一编码、统一标准、分级
包装，再销向全国各地。

此外， 高州引导市强牌果品
公司与市汇民良品种养专业合作
社合作， 将失管的荔枝集约到合
作社，通过间伐、回缩、换种，建设
标准化荔枝种植基地， 并引导果
农将自有的土地和荔枝入股，使
果农变股东，首期已流转土地190
亩。 村民每年可以获得租金收入，
还可以获得荔枝收益分红、 务工
薪酬以及电商代理收入。

合作社强强联合开创出具有
高州特色的发展新路， 成了农民
合作社建设的典范。 高州已组建
合作社联合社4家、在建3家，实现

产加销一体经营， 推动现代农业
提质增效。 合作社范围覆盖由农
产品生产，向现代化生产、发展乡
村旅游、 建设美丽乡村等领域延
伸， 由单一要素联合向资金、技
术、 土地等多要素合作转变。 目
前 ， 高州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187家， 在近年发展多行业的合
作社中，有农机服务13个、土肥服
务10个、植保服务5个、加工服务
5个、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服务6
个、农村电商服务16个。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发展
领域不断拓宽， 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 高州为全国农民合作社提供
可复制的样本。 未来，高州进一步
加大推进力度， 确保农民专业合
作社质量整体提升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积
极贡献。

土地入股变身“股东”

强强联合塑造品牌

特色农产品深受欢迎

村民实现在家门口打工

村民喜领分红

村庄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