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这部分补贴尽管数额不大，但作用不小，是

财政部门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重要措

施。财政部门的商财机构一定要管好用好这项

补贴，既要确保补贴到位，又要注重补贴资金使

用效果，把钱花在“刀刃上”，真正起到平抑市场

副食品价格的作用，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真正做

到安定民心。

4.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副食品供应工作。一

是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疏

通供销渠道；二是配合主管部门探讨副食品流

通体制改革的新路子，大力发展连锁经营；三是

加强副食品供应企业的财务管理，落实中央给

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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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粮食企业发展之路

秦才萱

去年，在粮食流通体制和粮食机构改革齐

头并进，粮食企业经受严重考验的关键时期。陕

西省各级粮食企业不等不靠，积极向市场靠拢，

坚持本业为主，多种经营，逐步形成了种养加、

科工贸、产供销相结合的经营群体，企业经济效

益大幅度提高。全省粮食企业较上年减少亏损

5 986 万元，减亏 59.8%；全省 10 个地市中，有

西安、宝鸡、渭南、商洛 4 个地市以及省本级全

行业盈利。107 个县（区、市）中，有 37 个实现了

经营粮油不亏损。全省粮食企业在多渠道、多成

份经营，市场竞争激烈的粮食市场中有了一个

好的开端，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国有粮食企业

的发展道路，树立起了现代粮食企业新形象。

（一）转换机制，开展多种经营。陕西省粮食

企业步入市场经济初期大部分基层粮食部门均

面临发不出工资的严峻形势。如宝鸡县基层粮

站，人均月工资仅 18元，职工情绪非常低落。对

此，各级粮食部门及时转换经营机制，双足植根

企业，两眼注视市场，不在“粮”字上“定格”或

“定位”，及时转变经营方向，变单一经营为多种

经营。有的开展“一站一品，一厂一业”活动；有

的因地制宜创办“种养加”企业；有的利用当地

的有利条件开发资源；有的利用自身优势与外

商合资，吸引外资；有的参与大流通，发展边境

贸易，开辟新市场。经过一年的努力，新上项目、

品种 300 多个，分流人员四分之一，当年实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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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4 387 万元，较上年翻了一番。粮食企业对经

营粮油信心倍增，宝鸡县还提出了三年内粮食

系统产值过亿元，上交税利千万元的奋斗目标。

（二）坚持以 粮 为本，发挥行业优势，大面积

占 领市场，提 高经济效 益。粮食企业为扭亏控

亏，走以副补主、以工补商的道路固然重要，但

若不注重本业优势的发挥，不但会淹没多种经

营的成果，国有企业稳定市场的主渠道作用也

难以发挥。去年上半年，由于多种经营投入力量

过多，工作盲目性较大，使粮油主业经营受到一

定影响，国有粮食企业市场占有率下降，销售萎

宿。针对这种情况，全省粮食企业及时总结纠正

了工作中的偏差，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本业为

主”的改革思路。首先，配合有关部门坚决完成

当年的收购计划，使国有粮食企业掌握的粮源

占市场容量的 70% ；二是在项目选择上，尽可

能靠近主业，发挥行业优势，搞好粮油深加工、

精加工，开发特色产品；三是扩展市场，由过去

只重视城市一个市场向城乡两个市场发展；四

是发挥群体优势，克服重外销、轻内销，重大宗、

轻小宗的思想，积微利成大利；五是开展优质服

务，做到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改变经营作风。经

过努力，全省粮油销售比上半年增长 42% ，减

亏增盈 3 000 余万元。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国

有粮食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增强了粮食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强化内部管理，健全约束机制。要使企

业的各项工作步入市场经济的规范化运行轨

道，就必须强化管理，健全内部约束机制。从陕

西省粮食企业看，凡是经营活、效益好的企业，

其内部管理和约束机制都比较健全。管理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理顺内部关系，实行内部

承包制。有的实行“目标利润管理”；有的实行自

负盈亏；有的实行“计划考核，基数留成”的办

法。二是在分配上实行工效挂钩，从根本上克服

平均主义，千方百计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三

是在用工制度上实行优化组合，双向选择，增强

职工的自我管理意识。四是对厂长、经理实行动

态管理，半年考核，年终调整，能者上，无为者

下。以上管理办法的实施，使职工有章可循，责

任明、奖惩严，各企业一改过去的涣散面貌，形

成了紧张生动、团结向上的新局面。

（四 ）大 力 扶持帮助 粮食企业，为 其搏击市

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粮食企业转机换制、

搏击市场过程中，各级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门给

予了大力扶持。据统计，全省财政部门共筹资

2 500万元，专项用于粮食企业的技改、扩建，支

持新建项目 112 个，部分项目当年投资当年收

益。同时，结合陕西实际，认真落实国家改革粮

食流通体制的方针政策。一是清理粮食财务挂

帐，区分政策性挂帐与企业经营亏损，政策性财

务挂帐，利息全部由财政负担，年负担 15 907

万元；二是财政拿出 19 618 万元，建立粮食风

险基金，并已于当年全部安排到位；三是粮食企

业转体后人员工资及离退休人员支出继续由财

政补贴 3 年；四是在税收政策上予以优惠扶持；

五是继续筹集资金拨补历年欠帐，盘活企业资

金。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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