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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以来，湖北省襄樊市财

政局在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

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的同时，主动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积极

转变理财方式，支持教科文单位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大走资源优化配置及

市场化经营发展之路。到去年底，全

市所辖 7 个县（市）均通过了省政府组织

的 “普九”验收，全部被命名为全国

科技工作先进县（市），连续 5年获得了

省政府颁发的计生责任指标达标奖，

有 6 个县（市）进入全省文化先进行列，

4 个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投入 380多万

元的 “村村通”工程圆满完成，全市

广播电视混合覆盖率达 98%。

一、 优化 资源配置 ， 促进事

业布局合理化

“九五” 伊始，襄樊市财政局就

和教育部门一道，根据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和全市布局状况，对全市中小学

布局进行分类调整和优化。在农村围

绕“调”字下功夫。针对乡镇撤并及

适龄儿童、少年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

农村中小学 “小而散”、 资源浪费

大、办学质量低等问题，按照 “初小

分散、 高小相对集中、 初中形成规

模” 的原则，采取撤、改、 联、 并

等办法，对农村小学布局进行调整。

通过以上措施，全市共撤并调整农村

中小学 800 多所，初步形成了“初小

村办、高小联办、 初中进镇” 新的农

村办学格局，为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

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城区围

绕“活” 字做文章，将襄阳师专、襄

樊大学、襄樊教育学院、 省工艺美术

学校整体并入襄樊学院，组成全市第

一家本科院校。同时，积极推动中专

学校体制改革，将4所中专改办为集职

教和普教为一体的综合高中，使这4所

学校重新焕发了活力。对陷入困境的

六化建、湖北制药厂等企业办学校移

交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对其

视同市区同类学校，将经费不足部分

纳入预算，既解决了这些学校经费供

给上的燃眉之急，也缓解了当前城区

中学的办学压力。襄樊四中是一所省

级重点中学，学校发展一度受到校园

面积的限制，而与之毗邻的市体育学

校有场地、有教室，但近年却出现生源

危机。去年，襄樊市将这两所学校及周

围的另外两所中小学进行合并。通过四

校合并，新增校舍 6.3万平方米，新增

体育场地1.2万平方米，新增图书6.3万

册，新增教学设备价值 178万元，达到

了资产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 巧 用财政杠杆，推进事

业发展产业化

按照只有产业才有效益的产业化发

展思路，襄樊市财政部门通过实施以

奖代拨、推行精细管理等手段，推动

教科文事业按照市场要求向产业化方向

发展。如对投资达 8000万元的市广电

中心工程建设，建设中财政没投一分

钱，建成后，按照广播电视局与市政

府签订的协议，市财政给予奖励500万

元。在体育事业上，组建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统一管理市体育场馆，每年

体育产业纯收入达 200 万元以上。体

育事业靠自身的产业创收，确保了体

育场二期工程的如期实施，市财政对

其给予 100 万元的资金奖励。市广播

电台适应市场需求，在财政拨款不变

的前提下，划小经费单元，财务相对

独立，组建的襄广新闻台、文艺台、

交通音乐台，节目版面新颖，唤回了

听众，赢得了市场，广告收入比改革

前成倍增长，闯出了一条靠广告收入

支撑广播事业发展的新路子。市实验

豫剧团前些年几年不演一台戏，工资

发不了，在财政部门的帮助下，剧团

重新划分核算单位，改革收入分配制

度，实行竞争上岗，按绩取酬，精细

管理，并投入一定的财政资金，从全

国引进人才，大力开拓演出市场，使

昔日门庭冷落的剧团变得红红火火，

成为全省十佳示范剧团。同时，襄樊

市还打破行业界线、地区界限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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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界限，允许并鼓励其它经济组织或

个人投资兴办社会事业， 促进事业发

展多元化。目前， 全市国办事业单位

与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实现各种形式联

合的有 85 家， 占事业单位总数的 2% 。

2000 年， 全市教科文产业收入规模超

过亿元，成为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

源。

三 、 创新管 理 方式 ， 促进事

业发展科学化

1 .向制度管理要效益。一是资金

审批制度。对专项资金实行市长一支

笔审批，先由财政部门和相关管理部

门联合呈报，报分管市长签署意见，

由市长办公会审批， 确保专款专用。

二是专款拨付制度。对图书、 计生、

科普等事业费实行报账制。资金使用

前必须先由有关事业单位呈报支出计

划， 财政部门审批后随买随报， 凭支

出凭证和购置清单据实到财政部门拨

款，改变了过去事业费按月平均拨付

的松散型管理方式。三是政府采购制

度。对教科文事业单位设备购置实行

目录管理和政府采购制， 仅去年一年

全市教科文事业设备采购即节约资金近

百万元。

2 .向责任管理要效益。为了把有

限的财政资金用好用活，襄樊市财政

部门坚持资金随着项目走，项目随着

责任走，通过责任管理带来压力、激

发动力、 创造生产力。近几年来， 他

们对实施的广播电视覆盖工程、“村

村通” 工程 、“ 贫九” 工程等， 都

要签订两个责任状，一个是市政府与

县（市）区政府、县（市）区政府与乡镇政

府签订的工程目标责任状，一个是市

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 承办部门签订

的工程目标责任状，明确各自的职

责、 任务和奖惩措施，调动方方面面

抓好工程质量的积极性。财政部门在

落实责任状方面， 把资金拨付与工程

进度和工程质量挂钩，对保质保量完

成责任状要求的承办单位实行奖励。

通过落实目标责任状， 不仅提高了工

程的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而且有效

杜绝了胡子工程、 钓鱼工程、半拉子

工程。

3 .向监督管理要效益。几年来，

襄樊市对教科文资金使用的监管，逐

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即由

业务科室提出财政监督计划项目， 报

财政监督局纳入财政监督统一规划，

财政局长审批后，由财政监督局组织

实施，从而加大了监督管理力度，使

监督管理日益规范。1998 年以来， 全

市对教科文项目相继开展了专项资金、

项目工程、 人员清理等系统性的大检

查，查出教科文事业单位 “吃空饷”

的人员近百人， 清退临时代课老师

7 4 5 0 人，不仅每年可减少财政支出

4000 万元，同时还提高了教学质量。

另外，襄樊市财政局对专项工程以及

财政支出在 50 万元以上的大宗项目，

实施了派驻财务总监和财政专管员制

度，共审减工程建设不合理支出500多

万元，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

（ 作者单位： 湖北省襄樊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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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华县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经过近 5 年的努力，相继建成了以

5个骨干企业和26家重点企业为支撑的5大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了“基地连农户、

公司带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格局。一是林果业。以原有的 318座果品保鲜冷库为

依托，积极吸纳山西、山东和本地名优水果入贮，年贮销水果达1.5亿公斤，成为

中原最大的水果集散地。全县以水果运销为主的个体专业户达 500多户，每年仅

冷、贮、销即可增收3000万元，创利税1亿多元。同时，抓好果品深加工，全县

建成了以姗妮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果脯、 果酱、果品饮料等加工企业 8 家，年产值

近亿元。二是木材加工业。全县已发展以河南省人造板厂为龙头的板材加工企业

46家，年加工各类板材15万立方米，年创产值2亿元。三是花生加工业。利用每

年种植花生25万亩的优势，建成以创帝油脂、豫兴花生果品公司为龙头的花生加

工企业 6 家，年加工花生 2000多万吨，产品远销广东、 新疆等10多个省区，年

增值达百余万元。四是蔬菜速冻加工业。建成以益丰隆速冻食品公司为龙头的蔬

菜加工企业4家，年加工蔬菜 200万公斤，创汇120万美元。五是畜产品加工业，

建成以逍遥皮革集团等为龙头的肉食、皮革、皮毛、冷冻加工企业59家，年产值

近 3亿元，产品远销俄罗斯、南斯拉夫、日本等国家，年创汇 143万美元。

（肖海清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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