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制度。首先将各地“工程”配套资金

落实情况纳入财政文教行政财务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范畴，并作为一项重要指

标予以考核。对资金落实使用情况较

好的地县市，省财政在安排“以奖代补”

资金时集中一部分予以重点倾斜；对资

金没有及时 、足额到位或有挤占、挪用

现象的，视其情节少安排或不安排。其

次是纳入教育财务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体系，在分配教育专项经费时，对工程

执行情况较好地县市优先考虑、重点扶

持。再就是建立了“工程”目标管理考

核制度。省财政将中央专款、省级配套

资金的分配与各地配套资金的筹措、管

理实行挂钩，凡没有按规定要求落实地

方配套资金或有截留、挤占、挪用“工

程”项目资金的市县，省里将视情节减

拨、缓拨或停拨；凡严格按规划落实管

好用好资金且工程进度较快的项目市

县，省里将在验收合格后，予以奖励。
（作者单位：湖南省财政厅）

县乡财政栏目主持：王 旭

鄂西谷城如何能连续 11年

财政收支平衡
王国军  刘少彻  鲍迎春

1997年，湖北省谷城县财政部门按

照“量入为出，适度从紧，略有节余”的

原则，以效益为中心，围绕“两个转变”，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使财政工作得以稳

步前进。全县完成财政收入 9 210.8万

元，占年初预算的 113.8% ，比 1996 年

增长 20% ；同时，加强财政支出控制，把

财政支出涨幅压缩在收入增幅之内，从

而实现了连续 11 年财政收支平衡。
一、广泛筹集资金，培植骨干财源。
为了确保重点财源建设的有效投

入，谷城县财政部门采取内外融通、向

上争取、延期转借等形式，广泛筹集资

金，用于培植骨干财源。
首先，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

业产业化建设步伐。谷城是个山区县，

农业占主导地位，四年来，累计投放财

政资金 600多万元，支持各乡镇开展大

规模的基地连片建设，使全县农业财源

形成了以南河流域为重点的 5 万亩柑

桔基地，以谷西南山区为重点的 10 万

亩优质绿茶基地，以谷中南丘陵为主的

10 万亩板栗基地，以谷西部山区为主的

3万亩药杂和 30 万亩耳菌林基地，以城

郊、镇郊为主的 2 万亩蔬菜基地。农特

基地的建成见效，使全县 18 个乡镇农

业特产税分别实现了 20 万元、50 万元、

80 万元、100 万元四个档次的晋档目

标。谷城县财政部门围绕县委、县政府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决定，又在资金

和政策上予以倾斜，促使农业朝产业

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了加粗加长产

业链条，又投入财政资金 140 万元，配

置名茶加工机械 150 台（套），配套建成

了茶叶包装厂、茶叶机械厂、茶叶专用

肥厂，开发出高档精制绿茶、保健茶、药

物茶等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一座鄂西北最大的茶叶专业

批发市场——谷城茶叶城，茶叶产业已

形成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贸工农

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格局。

其次，提高企业科技含量，加大工

业企业改革力度。1997 年是谷城县重

点财源建设的达标年度，县财政部门抓

住企业改制的有利时机，积极为企业改

革服务，一是扶持骨干企业实施六大专

项技改工程，采取内外融通、延期转借

形式筹资 1 500多万元，向上争取支工

周转金 550 万元，按照“高起点、高附加

值、市场紧俏”的原则，支持那些投资

少、见效快的技改项目、填补空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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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创汇项目，重点扶持县车桥公司、

化肥厂、银纺公司、石酒集团等六家骨

干企业进行技改，促进这些企业向技术

进步寻求效益。1997 年，全县预算内工

业企业完成产值 2.7 亿元，实现税利

540 万元，提供财政收入 206万元，分别

比去年增长 1.1% 、6.7% 、4%。二是抓

住国家建设“汉十”沿线汽车产业带和

纺织工业“东绽西移、压绽改造”的机

遇，组建车桥集团和银纺集团。依托

“二汽”，发展汽车配件工业，并努力向

外发展，将车桥公司并入湖北机械集

团，跨上大船快发展；纺织工业实现了

由粗纺到精纺的跨越。成为谷城县出

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以此为契机，谷城

县财政部门还在全县全面推行股份制，

推进全县产权制度改革，盘活现有存量

资产，加速资本运营，将全县工业企业

通过托管、联合、兼并等方式进行改组

改造，形成以机械、纺织、建材、化工、酿

酒五大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使全县主

体财源建设目标更为明确，优势更为明

显。
二、强化征收工作，确保财政收入

足额入库。
1997 年，面对农业遭受百年不遇的

旱灾、税源严重不足等不利因素，谷城

县财政部门依靠县委、县政府作坚强后

盾，强化征收管理措施。
在组织收入上，按照年初签订的财

政工作目标责任状要求：“一月一检查，

一季一通报，半年一考核，年底结硬

帐”。将目标任务按乡镇、部门、股室予

以分解，先后召开 5 次财税工作会议，

对征收工作进行协调督促。为了鼓励

乡镇多收多超，县财政局对超任务部分

实行乡镇全留，对超额完成全年财政收

入任务的乡镇，按超过部分的 2% 给予

奖励；对收入未达到均衡入库和拖欠工

资的乡镇和单位，按差额比例扣减资金

调度，打消了乡镇以农业受灾为由向县

财政等靠要的念头。
在组织税收入库中，县政府定期组

织财政、国税、地税、银行等部门协调收

入入库，各乡镇和各部门深入税源大

户，驻厂征收，并大力清理欠税。对农

业四税在全县 18 个乡镇推行纳税申报

制度，实行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到税

款入库一条龙的服务，促进了农业四税

顺利入库。农业税完成 1 134 万元，农

业特产税完成 580 万元，耕地占用税完

成 46万元，契税 20 万元。尤其农业特

产税在农业减收的情况下，仍比上年增

长 20% 。不仅如此，为增强财力，县财

政部门又着手挖掘非税收入的增收潜

力。把国有资产收益收缴、政府调剂资

金纳入规范化征管轨道，确保了全年财

政收入目标的实现。对国有资产收益，

在上年核实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存量的

基础上，核定任务，由县政府直接给单

位下达任务通知书，改过去一次性征收

为日常征收，同时将征收工作延伸到乡

镇，对乡镇实行年终考核，列入政府一

票否决范围。组成了四个征收专班，在

征收阻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

难，收缴国有资产收益 150 万元。为完

成房改部门下达的 470 万元住房公积

金归集任务，谷城县财政部门加大宣传

力度，建立公积金收缴的奖惩机制，把

各单位建立公积金制度与单位文明创

建工作挂钩；实行了公积金协筹员制

度，对各乡镇公积金由协筹员月中归

集、月底汇缴、一 月一结、按季通报、年

终兑现奖惩，使公积金归集任务年底按

期完成。
三、树立财政支出效益观念，强化

财政支出管理。
针对 1997 年增支因素多，支出压

力大的状况，谷城县财政部门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有保有压”，强

化支出管理。年初安排预算时，对财政

支出分轻重缓急进行分类排队，优先安

排农业、教育、科技的投入资金，保证政

法部门经费的必要增长，保国家政策性

增支因素，做到结果最优，从严控制非

生产性支出，压缩社会集团消费，狠抓

奢侈浪费之风，做到结构最优。
为彻底根治奢侈浪费，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谷城县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加强对会议费、医疗费、小车

费、电话费等经费支出的管理，使 1997

年财政支出比上年节约近 300万元，扫

除了实现连续 11 年财政平衡的障碍。
首先，精减会议，严格控制招待费。对

党政机关招待费实行“一会一结”的办

法，“会前列预算，会中参与管，会后结

帐面对面”，凡超标准和违反规定支出

的，财政不予报销。由于上述措施执行

得力，1997 年谷城县招待费用比上年节

约 206 万元。对医疗费实行“一月一

报”的控管制度。规定党政机关单位人

员医疗费单据在报销时接受财政、公医

办、卫生局、行管局组成的核报专班的

审核，严控大型检查项目，严禁重复检

查、重复用药和乱开滋补药品、保健药

品。仅党政机关医药费就比上年节约

40多万元。严格控购审批手续，由县长

“一支笔”审批，并进行全面清理，对不

能改变贫困面貌的乡镇和欠税欠利，拖

欠职工工资，不及时归还财政周转金的

企业单位，严禁购置并拍卖小汽车和大

哥大。
四、全面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理顺

财经秩序。
面对财政“吃紧”，而有些部门和单

位用预算外资金“紧吃”，预算内、外管

理“两张皮”的现象，谷城县采取积极措

施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综合财政

预算，缓解财政困难。
首先，采取“权责结合，票款同步，

清理检查，整体联动”的办法，加强预算

外资金统一征管，取消了 83个单位 237

个收入过渡户，把各单位收费直接缴入

财政专户。重点加强了对职工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基金、罚没收入和专项资

金的管理，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固定

专人到银行扣缴至财政专户。结合实

际建立了收费管理制度，票据管理制度

和罚没收入“三证一票”管理制度。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强对预算外资金收费行为的日常监

督和检查，没收违规执法证件 20

个，并与三查办配合，追缴违纪资金

50多万元，查出未上交专户资金

450 多万元，堵塞了财经管理漏洞。
把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通过综合

预算纳入预算管理，对政府调剂资

金，按上级文件精神并入预算，在清

理和取消 83 个单位预算外资金收

入帐户的同时，边抓专户储存，边征

收调剂资金，对私设小金库，不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单位，采取停拨预

算经费，停借周转金，停办控购手

续，停办基建审批的“四停”措施。
对土地有偿使用金委托土管、房产

部门代收，按月入库。对罚没收入、

排污费收入，积极与执法和环保部

门协调配合，进行经常性检查，加大

对截留、坐支收入的查处力度。
其次，在实施综合财政预算过

程中，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综

合平衡”的原则编制综合财政预算，

将预算内外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调

度，统一核算，统一预决算。严把拨

款关，采取了预算外资金收入进度

与资金拨付相结合，预算内外拨款

相结合的办法，对预算外收入进度

达不到计划要求的单位，调减预算

外资金拨款比例，对不执行综合财

政预算，预算内减收、预算外随意超

支的单位，暂停资金拨付。综合预

算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预算内支出

的压力，全年纳入专户资金 3 800

万元，抵顶预算内支出 900多万元，

其中：130 万元用于县城道路建设，

100万元用于解决县直困难职工和

城区特困居民生活。投放间歇资金

1 000 万元，扶持经济建设项目 30

个，为促进县域经济新一轮的大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谷城县财政

局）

县乡财政

投入多元化
  改造万亩田

——江苏省泰兴市长生乡贷款
  改造中低产田的有益探索

王仁林

长期以来，农业投入问题一直是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农村基层干群共同

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受政府财力和农民

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面广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是一个

不易解决的难题。江苏泰兴市长生乡实行农民出工，银行贷款，财政贴息，以

增产粮食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渠道投入改造

中低产田的新路子，为建立多元化农业投入新机制做了有益的探索。
长生乡地处泰兴市东部边缘，全乡 3.53 万人，耕地面积 3.5 万亩。由于

历史和基础条件等原因，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1995 年农民人均收入仅 1 150 元，还不到泰兴市人均收入的一半，是黄桥革命

老区最贫困的乡镇之一。为了尽快改变现状，长生乡的党政一班人经过总结

历史以来乡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复算帐对比，一致认为：长生乡发展

二、三产业由于基础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时还难以见效，而挖掘现有农

业生产潜力，通过增产实现增收才是该乡发展经济、致富农民的现实选择。长

生地处高沙土地区，全乡有一万多亩旱地，历史上一直生长旱杂粮，产量低而

不稳，通过实施旱改水，增产潜力大，可以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此，乡

党委和政府把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放在实施万亩中低产田的改造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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