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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 召开的沿海滩涂开发政策座谈

会上
,

应邀来 自沿海三市八县的滩涂开发主

管部门负责人
,

就沿海开发政策 问题进行了

认真座谈
。

与会同志认为
,

近年来沿海滩涂

的开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
,

但发展 中

的开发事业在 许多方面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

问题
,

i难涂开发政策到了非制 定不可的时候

了
。

会上
,

许多 同志对滩涂开发面临的急待

!解决的问题
,

发出大声疾呼
.

一
、

强化服务是当务之急

强化服务
,

首先要强化 领 导 机 构
。

目

前
,

从全省来看
,

省里设立了滩涂开发利用

管理局
,

沿海市
、

县设立了滩涂 开 发 办 事

处
,

有的明确了主管部 门
,

这是其他沿海兄

弟省市所没有的
。

但是
,

开发领导工作中
,

尚存在着多头领导
、

多方干预的弊端
。

省里

除了有开发利用管理局
,

还有省科委海涂办

公室
.

各市县的机构情况各不相 同
,

县里虽设

立了开发办事处
,

但计委
、

农林
、

水产
、

水

利
、

多竹
、

贝才政等许多部门各占一方
,

各行

其事
,

多 失须导
,

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滩

涂开发主竹部门挤到了一边
,

使滩涂开发中

的宏观调控
、

‘

总体规划得不到有效实施
。

从

开发机构没置来看
,

还有些不适应
。

盐城市

共有滩涂34 :万亩
,

占全省滩涂 的 48 肠
,

而 市

里仅设了一个事业性质的科级办事机构 ; 县

里虽然有了机构
,

有了编制
,

但缺少活动经

费
。

这样的机构在开发中牵头
,

把市县有关

职能部门组织
、

协调起来
,

实施规划论证和

宏观调控是比较 困难的
。

南通市在机构设置

方面做得比较好
。

市设立了委
、

办级的海涂

开发领导小组
,

并明确其为从事海涂开发管

理的综合性职能机构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和开发公司
,

对开发工作实施全面领导和服

务
.

综上所述
,

强化服务
,

首先应在现有滩涂

开发主管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职

能机构
,

形成强有力的省
、

市
、

县三级滩涂

开发服务体系
。

其次
,

是进一步明确滩涂开发的职责问

题
。

职责是服务工作的实际内容
,

只有划分

和明确职责
,

理顺滩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

系
,

滩管部门才有一个明确的管理 目标
,

才
-

能有效地进行开发服务工作
.

多头领导导致

了职责不明和职责交叉的状况
。

有些开发项

目
,

不经滩管部门规划
,

只要计
、

经委部门

批准即可上马
。

又如在收取 资 源 费 上
,

水

产
、

水利
、

多管
、

财政等部 门都可在不同情

况下行使职权
。

《江苏省海岸带管理条例》

颁发后
,

由于职能部门不明确
,

尚得不到有

效实施
。

第三
,

是选配精干人员
,

调整
、

充实滩涂

开发领导部门
。

近年来
,

机构改革
,

增强了



滩涂开发管理部门的力量
。

但是
,

现有的管

理队伍还不能适应滩涂开发服务工作
。

有些

县把缺乏工作能力或其他部 门退下来的干部

补充到滩管部 门来
,

形成 了干部素质差的状

况
。

滩涂开发是一项创造性
、

拓进性的工作
,

吸收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和管理 人才是强化服

务的重要 内容
。

第四
,

强化服务
,

还要实现领导机关观

念和职能的转变
,

各级政府对滩涂开发是重

视的
,

已把开发滩涂作为振兴苏北经济的战

略来认识
,

但在具体措施
、

解决实际问题上

还有差距
。

从滩涂开发管理部门内部来说
,

不

仅要管好用好国家用于滩涂开发的投资
,

更

重要的是要把工作的主要精力
,

用于规划
、

计

划
、

监督
、

调控
,

提供产前产后服务方面
。

了县财政部 门
,

因为条条没有规定
,

所以行

不通
。

滩涂工作环境艰苦
,

大多雇用民工
,

滩涂开发部门向劳动部门申请合同工指标
,

劳动部 门往往是一 推了之
。

滩涂重要资源
—

鳗鱼苗资源管理费为

水产
、

水利
、

财政
、

多管等部 门所有
,

滩涂

开发部门一般无权过问
,

而滩涂出口产 品的

外汇分成则被计划部门或财政部门截留
。

会议代表认为
,

要加速开发滩涂
,

先要

把责
、

权
、

利交给滩涂管理部 门
。

滩涂开发

也要
“

落实政策
” 。

二
、

滩涂开发也要
“

落实政策
”

滩涂开发是振兴苏北经济的战略措施之

一
,

但是
,

在有些地方
,

滩涂开发还没有被

摆在应有的位置上
。

例如
,

许多政策在市
、

县其他部 门行得通
,

而到了滩涂 就 很 难 办

到
。

有些 具给滩涂办事处批了编制
,

但财政

上 不给浅
,

没有钱就办不成事
,

更无法 去搞

科研和试验
。

盐城市政府 曾发文决定把滩涂荡草收入

适当划出一部分给滩涂用于返还开发
,

但在

所有沿海县都未能办到
。

大部分 县用于滩涂开发的物资
、

电力
、

油料供应 在计划部门未设户头
,

全部需要高

价购买
,

有的还不易买到
。

堤内农水用砖可

以免税
,

堤外的滩涂工程用砖则 须 高 价 购

买
。

电力供应也较 困难
,

1 9 36 年滨海县虾池

换水
,

因为电闸被拉
,

1 6 0 。亩 对 虾 险 遭厄

运
。

在滩涂工作的国家干部
,

文件规定可以

浮动
一

至两级
,

尽管地方政府发了文
,

但到

三
、

政策要
“

到嘴到肚
”

一放到底
“

放开
、

搞 活
、

提供优惠
”

是座谈会的

主旋律
。

政策
“

到嘴到肚
”

是对制订沿海滩

涂开发政策的普遍要求
。

滩涂开发面临着不少实际问题
,

制订的

政策如果不能落实
,

就等于一纸空文
。

所 以

政策不仅仅需要条款明确
、

具体
,

同时还要

有权威性和实施的可能性
。

实实在在地解决

几个问题
。

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滩涂开发资全不足

的问题
。

这就需要理顺几个方而的关系
:

( 1 ) 解决 目前滩涂收益和投资不协凋

的问题
。

开发性的事业
一

首先需要大量外部资

金的扶持
,

同时也需要内部积蓄
。

滩涂开发

有这样的 「I号
,

就是
“
以滩养滩

” 。

以滩养

滩是滩涂开发筹集资金最基本的办法
。

这就

要求国家和地方给滩涂适当让利
,

使开发事

业 自身有一个创造
、

积蓄和发展的过程
,

把

滩涂的产出有效地返回滩涂
,

用于开发
,

为

开发事业的腾飞创造墓本条件
。

滩涂本是聚

宝盆
,

滩涂开 发的宏观效益是 巨大的
,

有足

够的资金用于返还
。

比方 说
,

某县 1 9 8 5年柴

草单项上缴财政纯刊为 1 0 3万元
一

! 9 8 6 年鳗 苗

单项产值达 3 8 0万美元
。

能否考虑逐年 把 这

些收益的一部或大部 分返回滩涂
,

用于开发
。



(2 少理顺 前万和后方的关系
,

解 决 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
。

滩涂开 发是发展农业商品

经济和创汇经济的
一

前沿阵地
。

五十年代以来

的围垦开发实践表明
,

滩涂开发不
“

立足民

办
”

不行
,

不搞劳动积累不行
。

农村第二步

经济改革以后
, “

队为基础
’‘

的集体经济 已

被取消
,

平调 已经失去赖以存在 的 经 济 基

础
,

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大进步
。

但是从

滩涂开发这 一局部来说
,

目前还需要后方的

支持
。

是否考虑在国家补偿民工生活费的情

况 卜
,

把滩涂中沟一级 以上的土方工程纳入

水利义务工计划统筹安排
。

也可以考虑通过

发行股票等形式实行计酬有偿用工
。

( 3 ) 实行横联外米投资的优惠政策
。

近年来
,

不少市
、

县引进了外来开发资金
,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横向经济联合
。

当前
,

优

惠应该发展
,

范围应该放宽
。

但 也有的市
、

县在管理工作中经费使用失误
,

不能兑现合

同
,

无法归还资金
,

影响了开发信贷声誉
。

必须在管理环节上引为借鉴
,

烙守合同
,

才

能巩固和发展横向联合
,

引进开发资金
。

( 4 ) 解决开发资金不足仍离不开国家

扶持
。

国家应该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稳定和

增加用于滩涂开发的投资
,

延长有偿资金和

JgJ 转金使用年限
,

增加用于大中 型 骨 干 河

滇
、

道路
、

桥梁
、

涵闸
、

电站等基本建设项

咱的无偿投资
,

为开发创造基本 的 生 产 条

件
。

其次
,

是对物资
、

电力
、

油料供应优先安

排
。

目前
,

滩涂开发的物资材料供应主要依

靠自己筹集
,

质量差
、

成本 高
,

供 应 不 及

时
,

不能适 应开发需要
。

可以通过下列渠道

解决
:

¹ 由滩涂开发部 门根据年度基建
、

生

产项目
、

规模
,

列报预算
,

各级计划部门纳

入国家汁划
。

各级物资
、

供 电
、

燃料部门给

予优先安排
,

优先供应
,

优惠价格
。

º 开发

部门
、

生产单位可用外汇分成部分购进紧缺

物资
,

还可通过以物易物
、

补偿 贸 易 的 形

式
,

引进短缺设备
、

原料和技术
。

» 通过市

场贸易调 节解决
。

第三
,

在处理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关

系中
,

贯彻
“

一放到底
”

的精神
。

在淮北沿海农村有这样的民谚
: “

要得

富
,

上滩涂
” 。

几年来
,

上滩涂从事养殖业

的一些专业户
,

用 自己的技术和 汗 水 致 了

富
。

这是党的富民政策在海涂开发中结出的

丰硕果实
,

也是滩涂开发前景兴旺的征兆
。

但也有不少从事滩涂开发事业的专业户
,

并

没有富起来
‘

他们本来就 比较贫困
,

上滩涂

后
,

后方失去了土地和粮食来源
,

易地安家

耗去有限的积蓄
,

开发中又紧缺生产资金
,

确有吃了苦头亏 了本
、

收不了摊子的
。

正确

评估专业户的现状
,

贯彻
“

一放到底
”

的精

神
,

才能制订出有吸引力
、

稳定 人 心 的 政

策
。

那种
“

国家投资
、

集体 投 劳
、

个 人 发

财
”

或
“

轮流致富
”

的说法是需要讨论和商

榷的
。

贯彻
“

一放到底
”

的精神
,

实行承包期

较长时间内不变的原则
,

有利于调动生产投

资者的积极性
,

有利于生产基地 的 建 设 改

造
,

有利于生产技术发展和技能提高
,

有利

于保持生产的延续性
,

有利于资源的保护管

理
,

有利于迅速提高开发效益
。

“

一放到底
”

还包括增强开发单位的生

产
、

经营 自主权
。

生产
、

经营单位在不违反

国家政策规定的前提下
,

有权招聘用工
,

择

优确定承包对象
,

在平等互惠
、

利益均 占
、

风险共担的原则下
,

确定承包指标
,

订立承

包合同
,

选择灵活多样的生产经营方式
,

将

正确的三者关系体现在承包环节和生产经营

过程中
。

四
、

通力协作 加速开发

滩涂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

牵涉到多

学科
、

多部门
。

只有通力协作
,

才能加速开

发
。

这里 要 解决 一个
“

统
”

与
“

分
”

的 关

系
,

保护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

统
”

是职能
。

滩涂开发主管部门应 该

把开发工作中的规划
、

调控
、

服务
、

监督
、

协调
“

统
‘’

起来
, “

统
”

不是收
,

而是放
。

只有
“

统
”

才能有效地把开 发经营者应有的

权力有效地放下去
,

包括放给作为经营者的

其他部 门的权力
。 “

分
”

是 职 能
,

也 是 义

务
。

滩涂开发是全社会的事
,

任何一 个综合

性的职能部 门都包揽不了
,

同时也离不开各

部门的配合和支持
。

当前开发工作中
“

小城

镇建设 .’’课题
,

就牵涉 到 交 通
、

电 力
、

水

利
、

城 建
、

商 业
、

卫 生
、

邮电
、

教 育
、

通

讯
、

广播 等诸多部 门
。

这就需要各部门通力

协 作
,

通过经济和行政 手 段
,

让
“

粮 草先

行
” ,

为开发者创 造基本的生 活条件
,

改变

目前滩涂上
“

行路难
、

就医难
、

上学难
、

买

东西难
”

的状况
。

处理好
“

统
”

和
“

分
”

的

辩证关系
,

还须在统一规划前提下
,

实行跨

行业
、

跨部 门开发
,

保护各部门
、

企事业单

位在滩涂的现有开发利益
。

实行优惠政 策要

一视同仁
,

这样才能达到放开
、

搞活
、

加速

开发的目 !}勺
。

(上接第 24 页 )

4
.

利用滩地草源
,

发展毛皮动物与鸭鹅

饲养

崇 明
、

长兴
、

横沙三岛
,

滩地与沙洲较

多
,

滩地上草源和水生动物资源丰富
,

工业

污染少
,

适宜发展鸭
、

鹅与山羊
、

水貂等毛

皮动物
。

崇明的白山羊须鬃毛
,

一直用来制

成毛笔 出口 日本
,

每公斤 创 汇 高 达 ] 6。。美

元
,

羊皮与皮革制品也能出口
。

此外鸭蛋可

加工成皮蛋
、

咸蛋等供应香港市场
,

冻鹅肉

罐头与鹅肝在国际上 也是具有竞 争 性 的 产

品
。

目前
,

在长兴岛前卫农场
,

己出现了一

个 由范晓鸣家庭农场与市畜牧水产研究所和

市农业银行合资经营的饲养鸭
、

鹅种蛋乃至

羽绒加工的新型生产科研联合体
。

力的棉织品
。

因此
,

在崇明岛北部与东部应

巩 固扩大优质棉生产面积
,

以提供出日 纺织

品优质原料
。

5
.

因地制宜
、

扩大出口纺织品原料生产

崇 明岛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土地是解放

后围垦而成的
,

土壤疏 松
,

通 水
、

通 气性

强
,

天然矿物质养分丰富
,

土壤偏碱
,

适宜

植棉
。

当地生产的棉花品质 好
,

大 约 一 半

(每年 10 万担左右 ) 绒长达 29 毫米的一至三

级棉
,

且 白度高
、

杂质少
,

抗拉强度大
,

适

宜纺高支细纱
,

可生产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

6
.

积极发展新品种

青蟹是一种味鲜
、

营养价值高的高级食

用蟹
,

深受香港和东南亚华侨的欢迎
,

19 8 5

年香港市场价每斤港币18 元
。

青蟹主要分布

在杭州湾沿岸滩涂上
,

奉贤县海滩上生物数

量最多
,

但尚未形成正式 出口产品
。

目前
,

东

海水产研究所正在进行育肥试验养殖
,

1 9 8 4

年初获成功
。

每亩养殖 2 0 0 0只
,

每只育肥至

0
.

5斤出塘
,

每亩塘产蟹可得港币 1
.

8万元
。

因此在杭州湾北岸发展青蟹 养殖在经济上是

有前途的
。

总之
,

上海海岸带土地资源
、

生物资源
一

与环境资源有利于发展多种出 口农副产品
,

但其发展不仅受到 自然条件的制约
,

而且还

受到技术
,

资金
、

条件的限制
。

此外
,

还与

外贸
、

生产
、

科研
、

收购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有关
。

因此
,

有关部 门有必要根据上海海岸

带地 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
,

制订出全而

发展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