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发挥优势抓财源  

提前跨入亿元县

辽宁省昌图县财政局

1996 年，我县围绕实施财政牵动战

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优化产业结构

为重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发展城

乡各业经济，狠抓财源建设，取得了初步

成效。当年实现财政收入 11 378 万元，

比上年增长 61.9% ，提前一年实现了铁

岭市确定的“亿元县”规划目标。

一、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制定科学的财政发展规划

去年，我县在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的

同时，把工作着重点放在提高经济运行

的质量上，进一 步明确了“九五”期间财

政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拓宽了财源建设

思路。一年来，全县各乡镇已基本上从

“就财政抓财政”转向着眼于经济发展全

局，确立了效益型财政观念，把提高经济

运行质量和效益贯穿于财源建设的全过

程，把着眼点放在增加财政收入上。不

仅如此，我们还在市县乡财源建设考核

的基础上，把乡镇级、中央级“两税”和乡

镇可支配的自筹收入纳入县财源建设考

核内容，全面发展财源建设，并制定了一

系列财源建设发展措施。去年全县有

29个乡镇获市政府县乡财源建设达标

进档奖，达标进档率为 76% 。

二、发挥优势，调整结构，创新机制

搞财源建设应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我县是农业大县。从这个实际出发，实

施以粮食为依托、种植业铺路、养殖业起

步、加工业致富、运销业服务的战略，体

现在财源建设方面就是发展税源含量

大、社会效益好的行业和产品。如：三江

口镇利用土地优势调整结构，把财源建

设着眼点放在烟叶生产上，当年农业特

产税实现 123 万元，一举进入全市十佳

乡镇。毛家店镇加强对糠醛厂的改造和

开发，进行玉米深加工，去年上缴税收

425万元，跃居全市第一位。在发展县

营工业和乡镇企业方面，主要是深化改

革，创新机制，通过出租、出售、股份制、

集体承包、联合、兼并等形式的产权制度

改革，使这些企业起死回生，在困境中显

露生机。去年，我们对 5 家国有企业进

行破产试点工作，县乡直企业出售 7 家，

出租 102 家，组建企业集团 14 个，境外

达成经济协作项目 24项，使工业财源匮

乏的局面得以缓解。各乡镇、村办企业

蓬勃发展，围绕农业办工业，制砖、制酒、

复合肥、肉禽加工等企业效益十分可观，

1996 年乡镇企业上缴税金比上年增长

44% ，成为支柱财源。在发展第三产业

和个体经济方面，放宽政策，放开从业人

员，实行平等税赋，创造宽松环境，使个

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税金已占工商税

收的 1/10。第三产业和个体经济这一新

兴财源，呈现逐步稳定增长的势头。

三、强化征管，措施得力

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大小看利税，

利税多少看财政收入，财源建设的一个

重要指标就是看财源能提供多少财力。

一年来，财税部门在培植财源的同时，集

中精力抓财政收入，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税务部门开展税法宣传，坚持依法征税，

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收入任务层层

分解，落实到人，年终与奖金直接挂钩。
在征收管理上，采取局长包片，股长包

所，所长包重点纳税户的办法，积极工

作，掌握主动，重点抓粮食企业、建材行

业、歌舞厅、集贸行业等重点税源。充分

发挥税收稽查作用，加大清查欠税、偷税

力度，堵塞了税款的流失。在各部门的

大力配合下，1996 年全县共组织工商税

收 10 602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63.8% ，比

上年实际增长 18%。对罚没款和行政

性收费，财政部门坚持依法理财，强化监

督手段，定期检查，注重收入质量。各执

法单位严格执法，严格执罚。去年全县

组织罚没款和行政性收费收入 3 104 万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7.6% 。

四、政策调动，资金扶持

为了大力发展县乡财源建设，培植

壮大县乡财源，县政府每年在资金上给

予大力扶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照顾。

1996年共投入工业、农业生产资金 4 038

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发、扶持烟叶

生产、乡镇企业和县营工业，这些资金的

投入对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还按上级要求，将原体制定额补贴

400万元转作县级财源建设发展基金，

用于发展肉牛加工生产。在对乡镇财政

体制确定上，从 1992 年起将原定“超收

按比例分成”政策调整为“超收全留”政

策，对县集中的收入制定了农业特产税、

契税全部返还政策，耕地占用税用于农

业配套资金。这些政策的制定 ，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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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了各乡镇抓财源建设的积极性。

五、强化领导，转变职能，搞好服务

县委、县政府把财源建设工作与兴

县富民工作结合起来，列入重要的工作

日程。在全县实行了党政主要领导抓

财源建设工作的责任制度，把财税工作

当成考核领导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纳

入了乡镇党政一把手工作目标责任制。
县五大班子及有关部门积极转变工作

作风和工作职能，通过包片、包乡、包

企，支持各业发展，把工作的重心转移

到财源建设上来，在全县形成了齐抓共

管搞好财源建设的大好局面。
（责任编辑  李 颖）

县乡财政

十 年 建 乡 财  

乡乡镇镇收入过百万

何学章  李国柏

宜昌县是湖北省 38个山区县之一，

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1985 年，

宜昌县财政收入仅 2 677 万元，其中乡

镇财政收入 890 万元。自 1986 年建立

乡镇财政以来，宜昌县财政部门通过十

年探索和建设，使乡镇财政管理职能逐

步健全，生财、聚财、理财机制不断完

善，乡镇财政已成为全县最具活力的财

政收入增长点。1996 年实现了三大突

破，即全县财政收入突破 2亿元大关，乡

镇财政收入过亿元，乡乡镇镇财政收入

超过百万元。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们

不断完善财政体制，理顺各方关系，加

强管理的结果。
（一）完善乡镇财政体制、理顺财政

分配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财政

体制，理顺县乡之间的分配关系，最大

限度地调动乡镇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一

直是宜昌县乡镇财政建设的重点。在

构筑乡镇财政体制过程中，宜昌县财政

部门牢牢抓住三个重点，正确把握六条

原则。三个重点即构成财政体制的收

支基数、体制形式和执行期限，力求公

平、公正、合理。1992 年宜昌县改传统

的以一年收入定基数的办法为以三年

收入加权平均方法定基数，使基数确定

更具有科学性。在体制形式上力求灵

活多样，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调动乡

镇增收的积极性。六条原则，即效益优

先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责、

权、利相结合原则，因地制宜原则，相对

稳定原则和逐步完善原则。这样，乡镇

享有了机动财力支配、资金调度、预算

安排和执行等自主权，体制的稳定性又

消除了一些乡镇对“鞭打快牛”的担心。
促进了乡镇财政的发展。

在制定和完善财政体制的同时，他

们还注重加强对乡镇国库的管理，切实

改变“收入在下面，钱匣子在上面”的半

边乡镇财政。1992年，在 20 个乡镇全面

建立乡级国库。在不增加机构人员编

制的情况下，实行委托农行营业所（信

用社）经理模式，效果很好。他们还在

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乡级国库管理的一

系列规章制度，并经常组织巡回检查，

督促落实到位。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

后，我们又摸索出“四分一体”的乡镇国

库运行模式，即以体制为核心，实行财

政收入分征、分解、分缴、分帐。国税、

地税部门严格按行政区划分别征收，就

地解缴乡级国库；国库则按分税制财政

体制的规定，分四个预算级次设立帐

目，分开核算其收纳、报解情况，分别制

单划解县国库，并与资金同步运行。
“四分一体”模式使县乡两级财政都能

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乡镇收入进度，

从而保证了分税制乡镇财政体制的顺

利运行。
（二）大力培植财源，壮大乡镇经济

实力。经济决定财政。只有各乡镇经

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增长才有可靠的保

证。十年来，宜昌县财政累计投放财政

周转金和各项专项资金 1.2 亿元，支持

乡镇财源建设，努力拓宽理财领域，建

立稳固的财源体系。一是开发以多种

经营为主体的农村基础财源。宜昌县

财政每年投入开发荒地启动资金近 500

万元，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

一园”的山地多种经营资源开发格局。
全县共建成 100亩以上连片多种经营基

地 500多处，其中万亩连片基地 22 处，

多 种经营总面积达到81 .2万亩。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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