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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头  带产业
——诸城市 财政部门 连续七年扶持得利 斯集团

魏作基  贾聚业

山东省诸城市得利斯集团公司，是

财政部门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该企业

创建于 1986 年 11 月 1 日，是以生产“得

利斯”牌肉制品为主，从原料供应到产品

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大型食品专业集团，

国家大型一档企业。经过十年发展，集

团拥有 23个内资企业，4 个合资企业，固

定资产 6 亿元，员工 2 100 人，年加工生

猪 150 万头，生产系列低温肉制品 4 万余

吨，产品发展到 8 大系列 148 个品种。
1996年完成产值6 .8亿元，实现利税

4200万元，其中上缴税金1100万元。同
年，被国家统计局列为“低温肉制品 96

全国销量第一”，分别跨入全国行业最大

经营规模、最佳经济效益第 5 位和第 7

位。
诸城是个农业大市。这里饲料资源

丰富，加上老百姓素有养猪的习惯，所

以，发展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

事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诸城市

财政部门经过多年的财源建设实践，深

深地懂得，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扶持一

个龙头企业，就能带起一片基地，连起一

片农户的道理。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扩

大财源建设，决定把扶持的重点首先选

在得利斯集团这个肉制品加工、生产、销

售的龙头企业。只要这个龙头企业发展

了，就能形成生猪产加销的“产业链”，增

加综合效益，就能为财政增加一 个可靠

的财源。实践证明，自得利斯集团创建

以来，每年对财政的贡献都以 30% 的幅

度递增。
近几年来，为了提高得利斯集团公

司的经营层次，诸城财政局采取扶上马

送一程、关键时刻帮一 把的办法，在资

金、管理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

了企业的发展。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是帮助把好立项关。凡是财政扶

持的大项目，财政部门都参与考察、论证

和决策。自 1990 年以来，他们先后参与

了该公司 8 个大项目的考察论证，择优

扶持了 6个市场潜力大、设备先进、效益

高的项目。如 1992 年，他们参与考察论

证的螺旋速冻冷库和包装机项目上马

后，当年实现产值 2 亿元，利税 1 500 万

元。1994年，财政部门积极支持企业引

进灌肠机、盐水注射机生产线，扩大了集

团公司的生产规模，提高了产品质量。
使该公司生产的萨拉米肠、富钙牛肉圆

填补了国内空白，盐水火腿系列产品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
二是提供资金扶持。为了使得利斯

集团公司上规模、上档次，形成得利斯风

格，扩大国内市场。自 1990 年以来，财政

部门先后投入资金 5 000多万元，对关键

项目、关键设备及时予以扶持。七年间，

先后共扶持项目 17 个。这些项目均收

到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

1992年，他们投入 410 万元资金扶持公

司从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引进盐水

火腿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当年加工生

猪 25 万头，新增产值 2 200 万元、利税

150 万元。1993 年，为进一步满足市场需

求，又投入 400 万元资金帮助公司建起

了 1 千吨冷库，年实现产值 2 亿元，创利

税 1 500 万元。1996 年，为使企业向更大

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达到产品占领全

国、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他们又扶持该

公司 1 000多万元资金实施“双十”工程，

即在省内建立 10 个生猪原料基地，在全

国建立 10 个得利斯食品公司。该工程

全部完成后，年可创产值 32 亿元，实现

利税 3.5亿元，安排就业人员 1 万名，可

产生间接社会效益 4 亿元，年创汇 2 000

万美元以上。这些年来，得利斯集团公

司每前进一步，都有财政扶持的足迹。
三是帮助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在参

与立项考察、提供资金扶持的同时，财政

部门还十分关注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
帮助公司建起了内部银行，吸收企业内

部员工的闲散资金，对分支机构的流动

资金进行管理、调控、结算，加速了资金

周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同时，帮助集

团公司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搞好财

会人员培训，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分析、预测和参谋作用。
对集团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让公司负

责人了解企业家底，便于更好地指导生

产，加强经营；定期对企业集团公司进行

验资查帐，帮助企业正确处理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促进集团公司

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经过多年来财政部门一如既往地大

力支持，使得利斯集团公司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公司以最初的 20 万元资金起

步，发展到今天，拥有6亿元固定资产，

2 100 名员工，23 个内资企业，4 个合资

企业的全国闻名的企业集团。得利斯人

说：“没有财政部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大

力支持，就没有得利斯的今天”。
得利斯集团公司的发展，带动了养

猪基地和生猪饲养专业户的发展。目

前，得利斯集团公司年屠宰生猪能力达

250 万头，不仅能消化全市境内的加工任

务，而且还在全省建成10个生猪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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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基地。从而带起了全市专业饲养场

9处，饲养大户 279户；带起了 3 000多个

生猪加工、贩运等专业户，从业人员达 1

万多人，带富了一方百姓。不仅如此，近

几年来，该公司还投资 200余万元，资助

400余户村民建起楼房；投资 100 万元，

修建了花园、街道，美化了环境；投资 160

万元，建起了歌舞厅和容纳千人的礼堂；
投资 300多万元，建起得利斯小学，配备

了一流的教学设备，聘请了一流的教师；
投资 80 万元，架设了闭路有线电视网

络，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从 1986 年

起，公司免收村民办学费和提留款，并为

公司的全体员工购买了养老保险，解决

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得利斯集团公司的

发展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

间，公司产值增长了 555倍，利税增长了

220倍。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龙头企业今

后的发展前景会更加美好，诸城市的财

源建设更会繁荣昌盛。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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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不容忽视

高 剑  夏侯敏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策。近几

年，各级财政对教育事业都很重视，教育

支出已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在经济不很发达地区的乡镇财

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

例达 70—80% ，有的甚至高达 90%。尽

管如此，目前许多地方仍感教育经费不

足，农村中小学危房仍然大面积存在，教

学设施和图书资料严重缺乏，制约了教

育事业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在教育

经费造成供求矛盾的背后，除了财政投

入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

视，那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一）师资经费浪费。师资浪费是教

育资源最大的浪费，也是造成教育经费

短缺的重要原因。以 江西省新余市为

例，1996 年，该市教育事业费占文教事业

费类经费的比重达 90.42% ，比上年同期

高出 2.8 个百分点；财政拨款中仅教育

事业费科目比上年同期增加 829 万元，

增长 16.6% ，比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增

长速度高出一倍。从以上数字可以 看

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花了大力气的。
但是，教育经费仍然很紧张，当年新增的

829万元中，有 81 % 用在了新增人员经费

上。1996年，新余市教育事业费“工资”

科目人数新增 537 人，离退休人员增加

42人。是不是教育战线“兵员”不足，需

要大量补充呢？其实不然。我们可从

大、中、小学的员生比得出结论：1996 年，

新余市高校员生比是 1∶4，中学为 1∶13，

小学为 1∶21。这些比例要比国外同类学

校高出很多。以高校员生比为例，法国

是 1∶25，美国是 1∶15，英国为 1∶20，印度

为 1∶14。我们高校员生比是其他一些国

家的 3—6 倍。机构多、人员多、效率低

是目前公办高校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员生比太高，表明师资过剩，使很多学校

人浮于事，炒股的、校外兼课的、停薪留

职的，甚至无事生非等现象在公办学校

并不少见。这无疑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

费，同时也是对教师、对知识的不尊重。
据测算，如果将中学员生比降低到 1∶25，

小学员生比降低到 1∶30（按工作量计算

完全可以达到），那么，新余市中学就可

减少教职工 1 853 人，小学可减少 1 580

人。这样，即使财政拨款保持不变，每年

仅人员经费就有 2 000多万元可转移到

公用经费。这对改善学校教学、生活条

件意义巨大。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社会长远利益则更为显著。
（二）预算外资金的浪费。近些年

来，国家相继出台一些政策，允许学校适

当收费，以弥补办学经费不足。这些收

费就其性质来说是事业性收费，属于未

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是国家教

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将其与

预算内拨款一起统筹使用，按事业发展

的轻重缓急，列入事业支出计划。对此

1997 年开始实施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也作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仍有一些

学校还存在这样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既

然是公办学校，所需一切办学经费都应

由财政解决，国家规定收费形成的预算

外收入是学校“创收”赚来的，是“自己”

的钱。于是，这些学校将越来越多的预

算外收入用于教职工福利和生活设施建

设，而不是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这种做

法造成了教育资源较大的浪费。
（三）根除专项经费的浪费。出于国

家对教育的重视，每年都要安排大量的

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

活条件。在专项经费的使用过程中，也

有不少浪费现象。如在农村中小学危房

改造中，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安排大量的

资金。但在旧危房的修复和改造的同

时，由于不注意新建校舍的质量，缺乏技

术监督，又出现了新房变危房的问题。
致使新旧危房一齐干，修建改造同进行

的现象，带来了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又

如在教学设施添置和管理方面，一些学

校不是按照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

使教学设施既保证教学工作需要，又尽

量防止积压和损失浪费，而是带有较大

的盲目性。在具体购置大批量教学设施

时，一些学校不是本着适用够用的原则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证，结果造成

了教学设备的积压和浪费。加上一些学

校没有对学校资产实行有效管理，没有

建立采购、验收、保管、领用、维护、报废

和变更制度，没有明确财产损失责任，使

教学设施损坏、遗失等现象时有发生，造

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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