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低，规模较小，龙头作用还不够明显，

利益上的关联度不强。而发展创税农

业，可以把各方面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

到农业上，实现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优

化配置，进一步把农业规模搞大，把产

业链条拉长，推动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

次发展。
“让千家万户都成为纳税人”，只有

在撑起创税农业的大旗之后才有可能

变为现实

滨海县人口众多，国有集体经济活

力不强，实力较弱，要加快全县经济发

展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县委明确

提出“放开手脚搞民营”。加快发展农

村个体私营经济，让千家万户都成为纳

税人，这已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共同追

求的目标。截至 1998 年 10 月份，全县

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 2

万户，私营企业 547 户，从业人员 4.6 万

人，注册资本 2.33 亿元。个体私营经

济全年可实现税收 3 400万元。从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近几年生产

经营比较稳定和投入较大的私营企业，

其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副产品的

生产加工和流通上。如果我们在全县

撑起发展创税农业的大旗，就可以使更

多的农民不出家门就能驾轻就熟找到

致富门路，还可以为更多的私营企业主

提供商机，这样，必然会使全县个体私

营经济形成蓬勃发展之势，从而有效地

壮大纳税主体，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从实践看，这完全是可能的。滨海

县农村有 90多万农业人口，24 万农户。
如果平均每户创税 300 元，那么全县农

业税收便可达到 7 200 万元。应当说，

这个数字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为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创税农业，充

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村千家万户从事

多种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鼓励和

引导广大农户发展有市场、有效益、能

创税的致富项目，让创税农业的星星之

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从而促进县域经

济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滨海县县委书记）

县乡财政

响 水 县 财 政 节支

抓“五 头”

高兆顶

江苏响水县是苏北经济薄弱县，财

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和资金调度困难的

问题十分突出。面对严峻形势，今年以

来，全县上下牢固确立过紧 日子的思

想，在抓好增收的同时，以健全节支管

理制度为基础，以强化财政财务监管为

手段，以 保工资、保稳定、促平衡为目

标，全方位狠抓节支减负，取得了明显

效果。在做法上，主要是抓了“五个

头”。

一、推行定点定额管理，严格压缩

机关运行成本的“大头”。

接待费、打印费、通讯费、小汽车费

用、办公用品购置等是除人员工资外机

关经费支出的大头，支出中弄虚作假、

“黑箱”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因而也是

管理难度大、漏洞较多的主要方面。为

夯实管理基础，县政府制定了全面、系

统化的管理制度，全方位构建节支管理

网络，坚持分类管理。一是实行定点，

规范运作。凡不具备接待条件的县级

行政事业单位来客，统一由县外事接待

办安排在县招待所按定额标准接待，乡

镇来客一律在机关食堂用餐；各类文件

材料必须全部在单位内部或县机关事

务管理科的文印社打印；办公用品必须

在县政府通过招标产生的三个定点商

场购置。所有非定点票据都不得报销

入帐。二是核定限额，控制规模。对县

级会议，实行一会一报、总额包干制度，

核定食宿标准；对公用电话，15 人以下

的单位核定一部，15人以上的一般不超

过 2部，特殊单位确需超配的，由县委

办、政府办审批，县机关共拆除公用电

话 25 部。对符合省、市规定个人配备

的移动电话，每月不超 250 元，超支自

付。对公费安装的住宅电话，按每部

400元价格转让给个人，全县共转让 470

部，收回资金近 19 万元；对符合报销条

件的住宅电话费，定额随工资发放，交

费凭证由单位保存。全县还清出挂靠

办公电话的寻呼机 79 只。三是推行承

包，堵塞漏洞。县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

的车辆由县财政统一参加保险，1998 年

2—8 月份统一保险车辆 97 辆，节省保

险费 25万多元。全面推行小汽车经费

承包，除保险费、人员工资及大修外，其

它所有费用按每公里 0.4—0.6元承包

给驾驶员。对拖欠工资、财政赤字乡

镇，亏损企业、欠税单位一律不准购置、

更新小汽车，等等。由于制度健全，措

施配套，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强，监管的

力度大，因而取得了显著效果。据对全

县 90个行政事业单位全面财务审计，

定点接待、打印和购置办公用品面分别

达到 90% 、96.7% 和 91.2% ，小汽车承

包面达 81.1%。接待费、打印费、通讯

费、办公用品购置和小汽车费用比上年

同期分别下降了 32% 、60% 、20% 、84%

和 12%。据对 1998 年 6、7 两月个人移

动电话费用支出全面清查，有 85% 的移

动电话费低于定额标准，两个月节支

1.7 万元。

二、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努力控减

财政供给的“人头”。

人头经费支出占响水财政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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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以上，因此，我们在着力控减财政

供给的“人头”上做文章。一是编内分

流一部分。县出台了《鼓励机关干部从

事个体私营或领办创办农业项目的若

干规定》，实行了“四不变、五优先”的扶

持政策，激励机关干部在经济主战场建

功立业。目前，已有 100多名机关人员

“下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编外

清退一部分。严格执行“三定”方案，清

退编外人员，财政和单位不得开支编外

和借用人员的各项费用，编制、人事、劳

动部门不得超编和混岗安排人员。对

编制管理实行奖惩制度，凡编外使用人

员的，有 1 人每年调减拨款指标 6 000

元，编内每节编 1 人奖励 3 000 元。在

严管重罚下，1998 年来机关已清退了

200多名编外人员，减少支出 150万元。
三是民政定补核减一部分。响水是一

个仅有 55 万人口的小县，而各类民政

定补人员达 6 537人，年财政补助需 550

万元。据了解，违规享受定补占有一定

的比例。为严肃政策，避免财政不合理

负担，我们先以双港乡为试点，清理民

政定补。经逐人清查，全乡 591 名定补

对象中，明显违规享受的 85 人，占总数

的 14.3% ，其中已死亡、正在服刑、已迁

出、重复享受等现象都有存在，另有资

料不全的 94 人。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本着“执行政策，妥善处理，保持

稳定”的原则，制定了民政定补对象清

查处理意见，从财政、民政等部门抽调

人员，组成 17 个工作组分赴全县各乡

镇，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逐村逐人清

查。全县共核减违规享受定补对象 910

人，每年财政可减少支出近 100万元。

三、全面回收有偿资金，切实减轻

财政包袱的“重头”。

80 年代后，响水县通过财政融资、

担保，申请使用了黄淮海开发有偿资

金、世行滩涂贷款、世行农业灌溉项目

资金、外国政策贷款等资金，投入工农

业生产。由于资金使用单位还款意识

淡薄，项目收益较低，还款能力差，相当

部分已成了呆帐、死帐，因而，多年来有

偿资金回收微乎其微，实际上已演变成

财政包袱。目前，财政债务总额高达

2.7亿元，并已相继进入还款高峰期，至

1997 年底，已被省市财政扣款 4 125 万

元，1998年到期债务达 1 245 万元。巨

额扣款使全县财政不堪重负，资金调度

步履维艰。对此，我们在争取省市借调

资金、维持基本运转的同时，全力抓好

到期财政资金的回收工作，减轻包袱和

负担。财政部门对 16 个乡镇、163 家企

事业单位 338 笔欠款进行了全面核实，

落实了还债主体，明确了还款任务和责

任，强化了清收措施。对无力归还资金

而与财政有经费拨款关系的，由财政从

除工资以外的经费拨款中抵顶。抓住

企业改制契机，实施财政债务“转型”。
对出售产权的，以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

抵债，由财政收回后返租或向社会拍

卖；对股份制改造的，将欠款转为财政

投资，债务转为股份；对严重资不抵债、

复苏无望的，坚决予以破产，财政参与

资产清算；对有能力而还款不力的，运

用法律手段清收。目前，已回收有偿资

金 650万元，实现债务转股份 70 万元，

处于法律诉讼程序标的 150多万元。

四、严格执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

线，坚决堵塞腐败的“源头”。

现实表明，预算外资金是滋生铺张

浪费和腐败问题的“温床”，其管理如何

是节支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响水县

从 1996 年起就加强了预算外管理，一是

收入专户储存。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

预算外资金专户，各行政事业单位的所

有预算外收入全部直接缴入财政专户，

单位不得开设收入户。经财政部门批

准，单位可在指定银行开设一 个支出

户。所有行政性收费，必须使用财政部

门统一监制的票据，实行缴销和以旧换

新，任何单位都不得擅自开户，不得截

留收入或坐收坐支。全县 103 户预算

外收入单位全部实行了专户储存，至

1998 年 8 月底缴存资金 3 200 万元，缴

存率达 97% 。二是编制财政综合预算。

所有预算外资金都纳入县财政和单位

收支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对拨

款单位，实行“核定收支，超收部分单位

与财政倒‘三七’分成，支出以预算外抵

顶，不足补助，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

对自收自支单位，实行先收取 10% 的政

府调节资金，支出结余的，单位与财政

倒‘四六’分成的办法。这样，县财政可

增加综合财力 1 000 万元，增强了资金

调控能力。三是严格支出审批管理。
凡预算外支出，必须按国家规定和经财

政部门核定的计划执行。事业发展经

费实行先审批后使用，支出 1 万元以

内，由县财政局审批，1 万元以上的由县

政府分管领导审批。由于县政府加强

了收支各环节的监管，全县预算外资金

管理初步走上了规范化轨道，利用预算

外资金滥发钱物、铺张浪费等问题已得

到根本解决。

五、扎实抓好财务帐目月清季审，

牢牢牵住财务会计管理的“龙头”。

财政困难地区由于资金短缺，费用

报销、票据入帐不及时等现象普遍存

在，有的跨年甚至数年，给财务管理工

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和漏洞。为确保节

支工作在各个阶段都能得到落实，响水

县开展了以费用支出和财务账目为核

心内容的“月清季审”活动，促进会计工

作规范化。即费用支出账目必须按月

结清，无法兑付现金的暂作往来挂账，

票据必须按月装订成册，定点管理项目

非定点支出不得入账；每季度由财政、

审计、监察等部门联合组织全面交叉互

审，审计人员在账册上盖章封存，检查

结果在全县通报。对非定点支出、结报

不及时或其他违纪违章行为，按情节和

性质不同，处以按不同比例调减预算指

标或责令上缴财政等处罚措施。由于

监控得力，各单位财务管理意识明显增

强，财务“当月清”面已达 80% ，保证了

节支工作落实到位。
（作者系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政府常

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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