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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
把支持教育

放在优先地位
阮岳军

近年来，湖南省临湘市在财政 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教育经费支

出作为重中之重，每年的增长率均在

两位数以 上，1994 年在公务员工资

套改、市财政支出猛增的情况下，教

育支出仍然比 1993 年增加 538.8 万

元，增长 54 .8% ，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增长比例的 30 个百分点。
临湘市财政自 1982 年区划调整

以后，财政收入从 当年的 1 .37 亿元

曾陡然降到 1984 年的 1732 万元。
面对财政收入规模与教育支出需求

之间存在很大矛盾的情况，临湘市财

政部门不是回避 、退却，而是迎难而

上，对教育投入采取了“三个优先”：

首先，年初预算优先安排教育支

出。为了保证教育投 入，他们在年初

编制预算时，采取“ 切一块，压一块，

保一块”的作法，在总支出中先把教

育经费切出来，剩下的再安排其它。

如 1994 年，他们推翻原来的因素加

基数预算法，实行零基预算，对教 育

系统的人员经费 一律按编制重新核

定，并且把历年上级已开口子而财政

未予满足的经费 次性打入预算，共

安排教育经费 132 1 .3 万元，比 1993

年增长 342.8万元，增长 35% 。1995

年教育支出预算继续大幅度增长，安

排经费 1730 万元，比 1994 年增加

408.7 万元，增长 30 .9% 。这块经费

占全市可用财力的 37% 。除了在预

算 上打足“吃饭钱”外，他们还在可能

的条件下，对贫困乡镇教育适当安排

了 业务费，并对教育系统的合同制工

人的养老保险，民办教师的退休费、

离休老师的特需费等在预算上作了

一定安排。同时还对教育系统的预

算外收入一律免征政府调节基金，由

教育系统内部掌握使用，以弥补预算

内经费不足。
其次，在资金调度上优先拨付教

育支出。这两年，他们在资金调度

上，一直遵循“先教育、后行政”的原

则。全 市教育经 费 支出 每 月需 要

145 万元，占全市每月可用财力的

60% 以上，要月月如期拨付不是件容

易的事，但不管资金多么紧张，他们

也要想方设法保证教育经费及时到

位。1993 年一季度，由于市财政收

入完成不理想，支出拨付极度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压专项支

出，一方面四处求援，缓拨行政单位

工资，优先保证了教育系统工资发

放。4 月 份，他们发现 乡镇财力有

限，不能如期保证工资发放，便从极

度紧张的 市本级财政中挤出 50 万

元，帮助贫困 乡 镇迅速解决教师工

资。1993—1995 年 三 年间，临 湘市

财政通过融通预算外资金等多种办

法，努力克服财力紧张的困难，始终

做到“收入淡季教育支出不淡，支出

难保教育支出必保”。
再次，预算追加优先安排教育支

出。教育系统每年下半年都有一批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这笔经费即使年

初有预算，也难免发生不足支付的情

况，这就需 要在年底追加预算。对

此，这几年临湘市都优先予以 考虑。
去年 10 月，人大调整预算时，报批的

10 项支出项目中，砍掉了 3 项，其他

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追加数目，只有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等教育经费支出，

一项未砍，一分未减。
临湘市财政部门 为支持教育事

业的发展，除了在预算经费上予以保

证外，还努力做好以下儿方面的 工

作。
（一）加强调研，搞好基础管理。

1995 年初，财政部门对教育系统 26

个 单位，包括教育局机关、市直中学、

乡镇中学 1992、1993 年两年的财务

收支及财政负担情况进行了扎实的

调查，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

础上，提出并实行了改进教育基础管

理的几项措施：一是改革教育经费管

理方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中小学

尤其是乡镇中小学教师工资不能及

时到位、按月发放的现象，对教育经

费实行“切块管理，分项预算，互不挤

占，直接到位”，即将教育经费分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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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学校、教委机关、乡镇中小学三大

块，各块预算单列，专户管理，由财政

直接把指标拨付到位。二是建议调

整学校布局。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

农村小学规模偏小，学生数不足，学

校分散，人力、物力 、财力均有较大浪

费。因此，他们积极向市教育局建议

调整学校布局，并指示各乡镇财政所

认真配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

铺开。1995 年，全市 201 所完全小

学中已有 95 所小学合并，减少代课

教师 104 人，节约经费 26.8 万元。
三是强化财务管理。在教育系统特

别是乡镇中小学中，会计、出纳大多

数是兼职、改行的，合格人员寥寥无

几，这样就给财务管理埋下了隐患。
有鉴于此，他们一方面向市教育局提

出加强财务管理“ 五个统一”（即会计

帐簿统一 、会计凭证统 一、会计报表

统 一、会计科目统一 、核算内容及口

径统一），一方面派人对教育系统的

所有财务人员进行了一次财会业务

培训。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为规范教

育系统的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打下了基础。
（二）“公”“民”并重，抓好“附加”

征管。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一直是

个“老大难”，他们的报酬主要来源于

农村教育费附加，但过去这笔钱一是

收不足，二是被挪用，造成民办教师

工资不能兑现。去年，临湘市财政局

根据民办教师要 与公办教师同工同

酬的精神，积极支持搞好农村教育费

附加“乡征市管”工作，较好地保证了

民办教师的工资经费来源。
（三）输血供氧，扶持勤工俭学。

临湘市财政局把积极扶持学校开展

勤工俭学作为增加教育投入的一 项

重要工作来做，使他们搞勤工俭学活

动的劲头更足了。他们除去从政策

上给予优惠之外，还从资金上扶持，

从管理上帮助。勤工俭学，资金短缺

是一大难题，为了帮助解决这一难

题，财政部门先后从行政口和预算外

间歇资金中投放 100 多万元，较好

地解决了几个校办企业的资金难

题。为了健全校办企业的 财务管

理，他们几次举办财会业务培训班，

组织学习财会基础知识，帮助加强

会计基础工作，并配合主管部门进

行财务指导，堵塞财务管理漏洞。
几年来，全市勤工俭学活动已初具

规模，1994 年的纯收入已达 359 万

元，补充了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来

源。

此外，他们还尽力克服困难，挤

出各种财政资金 80 多万元，用于校

舍危房改造和基建维修。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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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财 政 建设的

四 个 着 力 点

刘帮华

乡镇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环

节。从目前来看尽管大多数乡镇财

政收支规模还不太大，但其一收一支

关系到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安

定和农民脱贫致富，关系到基层政权

建设。所以，乡镇政府和财政部门必

须提高认识，把乡镇财政建设放到重

要议事日程上，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

面加强乡镇财政建设。

（一）把加强财源建设的着力点

放在调整结构上。加强乡镇财源建

设，是分税制条件下增加地方财政收

入的重要途径，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新形势，建立效益财政的重大

举措。乡镇财源建设的着力点应放

在调整结构上，以市场为导向，以效

益为中心，大力培植有效益、有后劲

的财源。
一是立足农业基础，稳固当家财

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优先

发展地位不可动摇。各地在稳定粮、

棉、油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同时，应依

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区域优势，大力

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形成特色当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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