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廉洁清正。他经常对购货、销售人

员说：你如果收客户 100元的好处，人家

就会赚公司成倍的钱，不但损害员工的

利益、公司的利益和声誉，也会害了你自

己。身教重于言教，严以律己。甚至把

股东大会多次通过的为他购买高级轿车

的费用全部用于给员工建宿舍楼、澡堂，

安装暖气设备，美化厂容厂貌上，自己却

一直还坐着那辆厂子改制前购买的已跑

了 20万公里的“桑塔纳”。他还把市政

府及公司职代会给他的多笔奖金全部捐

献，用于公司扩大再生产和支持教育事

业。
窦宝荣责任心强，也很重感情。他

爱厂爱职工，也爱家庭爱妻儿。在他艰

难创业时，家庭负担之沉重是常人所难

以背负的。先是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半身

不遂需要他照料，接着妻子又突发脑溢

血住进医院。在医生全力抢救和他的悉

心照顾下，妻子的生命保住了，却全身瘫

痪并失去了语言能力，需要有人在身边

日夜守护。他白天没有时间，只好狠狠

心让上高中的女儿休学回家承担起重

担，自己晚上则守在病床旁为妻子按摩、

翻身，活动手脚。每晚最多也就只能睡

二三个小时。几年来，他没有休过假，缺

过勤，甚至从未迟到过一天，创造了工

作、家庭两不误的奇迹。员工们对他的

行为感动不已！对他们的“窦老总”更加

信任、理解、拥护和爱戴。
我们深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

下，拥有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多好职工的

四达公司，一定会乘胜前进，实现新的腾

飞。

理财经纬

强化服务  
加强管理  
促进粮企

扭亏增盈

渭南市财政局  澄城县财政局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化，粮食企业被推向市场。做为财政部

门，如何引导和帮助粮食企业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谋生存求发展，保证政策性任

务完成，制止消化粮食财务挂帐，实现

扭亏增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

要课题。1992 年粮食体制改革以来，我

们和澄城县粮食部门紧密配合，在实践

中探索，转变观念，严格管理，使粮食企

业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步入了

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1993 年由亏转

盈，1994—1996 年三年共实现利润 923

万元，1997 年在粮价下跌、销售下滑、费

用增支、政策性经营亏损的严峻形势

下，重点抓好工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以丰

补歉，全行业上半年净盈利 15 万元。四

年来粮食企业的扭亏为盈，既减轻了历

史包袱，又 增加了 财政收 入。1993—

1997 年 6 月底共弥补 1992 年底以前经

营亏损 330万元，消化挂帐 593 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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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所得税利润 255 万元。企业所有者权

益由 1993 年的 238 万元增加到 831 万

元。澄城县粮食工作连续三年被市粮食

局评为扭亏增盈先进单位，1996 年荣获

省粮食局创佳评差竞赛最佳单位。回顾

几年来的工作，我们的体会和做法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转变观念，是推进粮食企业走

向市场的先决条件。从 1992 年开始，国

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先后几次

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逐步

解决了多年来政策性粮油购销价格倒挂

的问题。财务管理由原来的平价费用定

额包干改为按政策性补贴标准及业务量

补贴；商业性经营则完全推向了市场。
由于粮食企业深层次的矛盾和人员的臃

肿、管理松散等原因，1992年度粮食企业

亏损 297 万元，累计财务挂帐高达 2 390

万元。加之当时粮油市场疲软，粮食企

业经营方式单一，方法不活，广大粮食干

部职工思想消极，经营缺乏活力，效益跌

入低谷。面对严峻形势，财政部门积极

引导企业转变观念，主动配合县粮食局

领导班子深入企业，共同学习粮改政策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找自己的优

势和不足，破除“等、靠、要”和吃财政大

锅饭的思想，共同探讨发展粮食企业的

新路子。通过学习、讨论，广大粮食干部

职工的思想得到解放，观念转变，认识到

走向市场，才是粮食企业的根本出路，并

坚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搞活粮食

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此基础上，县粮

食局坚持以人为本，逐步改革了人事用

工制度，把竞争机制引入了确定干部任

免、职工上岗工作之中，形成了一支开拓

进取、创造力强、严细管理的干部职工队

伍。为实现扭亏增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二）建立健全配套的规章制度，是

增强粮食企业严管提效的关键环节。近

年来，国家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

同时，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步深入，新财会

制度、新税制逐步实施，为粮食企业创造

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强化内部约束机

制，成为管理者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

根据粮改政策和“两线运行”的具体要

求，结合粮食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

了各项配套的规章制度，帮助、指导、参

与制定了《粮食局经营管理实施方案》。
1996 年，我们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安排，

帮助、指导粮食企业制定了内部财务管

理办法，规范了企业财务行为。在管理

上我们提出“宏观管好、微观放活”的思

路，挖掘潜力，紧紧围绕开源节流、增效

做文章。县粮食局按照这个思路，通过

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使粮食企业的内

部管理达到了“严、细、全”。
（三）强化服务意识和监督管理，是

促进粮食企业严管增效的重要保证。强

化财政对企业的服务意识，是新形势对

财政工作的要求。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监

督管理是财政工作的重要职责。在具体

工作中，我们主要突出“四抓”：即抓财经

政策、财会制度的学习贯彻；抓收入上交

计划的制定落实；抓政策性业务的管理；

抓经济活动分析和决算报表的审查。我

们多次组织粮食企业学习新财会、税收

制度，采取调查、座谈等形式了解新制度

运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及时采取

措施给予帮助和解决，及时转发国家新

颁布的财税政策给粮食部门，使他们能

够及时掌握政策，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在制定收入上交计划时，充分考虑粮食

企业历史遗留包袱、企业新上项目增效

因素及具体经营状况，合理制定奋斗目

标。上交时，由基层单位依率计提，统一

交粮食局后上交入库。在政策性业务管

理上，我们积极参与，正确引导并与粮食

局密切配合，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即

实行五统（人员、资金、储备粮油、国有资

产、核算统管）、四定（任务、标准、补贴、

编制）、三代（代购、代储、代销）、一包（费

用包干）、一保（保不出现亏损），并明确

了购销股、财务股、政策性粮油管理站和

基层单位的事权和责任，严格了业务流

程，堵塞了漏洞，降低了费用，保证了政

策性业务的完成。
（四）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是确保粮

食企业实现扭亏增盈的关键举措。在粮

食企业经营管理中，由于政策性业务仍

然存在着钱粮脱节、费用补贴标准偏低

等问题，加之粮油价格波动较大，致使

1997年 1—6 月累计经营亏损 17.5 万

元。为此，几年来我们和粮食部门反复

研究分析，提出了立足主业、多种经营、

发展和壮大粮食企业的指导思想。其基

本思路是：把粮油贸易、粮油加工和多种

经营作为粮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齐头

并举，全力来抓。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发挥行业优势、讲究经济效益的原

则，全方位开拓，多元化经营，初步形成

以粮为主，粮果并重，贸工农一起上，种

养加齐发展的经营格局。为了筹措消化

挂帐资金，还制定了所得税返还优惠政

策。每年在县级财力非常紧的情况下，

按时保证退库计划的完成。1993—1997

年 6月底累计退库 1090 万元。1996 年

筹集消化挂帐资金 593 万元，超额完成

了市财政局下达我县 470 万元的消化挂

帐任务。及时全额拨补各项财政补贴，

对上级拨来的国储粮、专储粮、省储粮、

军供粮等费用、利息补贴，全部及时拨到

企业，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1993 年至

今已累计全额拨补粮食局补贴资金 944

万元。参与企业新上项目的考察、论证，

多方争取扶持资金，1993 年以来累计为

粮食部门争取上级无偿资金 64万元，有

偿资金 85万元，县财政三次处理来自主

粮的差价款 40% 留给粮食部门，共 120

多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新建项目面粉厂、

纸箱厂、果库的建设。1993年来，粮食局

先后投资 400万元建起储量超万吨的果

品气调库，并配套建成了年产 120 万平

方米的 纸箱 厂。在县城中心建成了

3 000多平方米的综合性粮贸大厦。与

江苏常州联营办起了年产 500 吨 PP 板

材的塑胶车间。与浙江平阳联合办起了

年产 600 万条塑料编织袋的编织袋厂。
基层企业也建起了综合服务楼 10 处，承

包了果园 3个。所有新开发项目年增利

税 700 余万元，并且无一亏损。不但保

证了粮食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长

足发展，更重要的是粮食企业在扭亏之

后，已成为我县利税大户，填补了其他企

业效益不佳形成的收入短缺，为我县财

政收入的稳定和增长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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