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时间、从事教（护）龄工作时间；（2）工资情况，包括

基础职务工资、工龄津贴（教、护龄津贴）、供给形式等；

（3）工资及补助工资累计情况。

3.规范建档程序。主要步骤为：（1）核查摸底，澄清

底数，实行财政局长、所长分级负责，组织、人事部门积

极配合的办法，对所有建档范围的人员档案逐单位、逐

人、逐项进行认真的核查填写。（2）按人设卡、分类立

卷、分级建档。全县统一印制档案卡片，按预算科目归

类，以单位装订立卷。县财政建立总台帐，县直各主管

部门和乡财政建立分台帐，专人保管，专柜存放。（3）健

全制度，定期核对。如有人员、工资等项目变动，由单位

持组织、人事部门有关批件到财政办理增补、撤销、调

换卡片事宜或填报变更事项，财政与组织、人事部门定

期进行核对。

建立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台帐，不仅强化了定员定

额管理，净化了财政支出内容，而且有效地控制了人员

经费的不合理增长，减轻了财政负担。

1.摸清了财政供养人员底数，清理了不应由财政

供养的人员。通过设立“工资目”人员、离退休人员、差

补人员、定补人员和遗属补助等五种卡片，按科目立

卷、以单位汇总，共立卷 160 卷，设置各种卡片 8 762

张，不仅彻底澄清了全县各类财政供养人员底子，而且

还查出行政事业单位超编 336 人，查出已调离行政事

业单位而未转工资手续的 115 人，假冒人员 61 人，并

纠正了工资、工龄、教（护）龄津贴等错误 427 项，每年

节约财政支出 30 多万元。

2.控制了滥进乱调，强化了定员管理。一是对调入

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严格实行“四盖章、双签字”制度，即

对因工作需要，确需调入行政事业单位者，由单位提出

书面申请，经组织、人事、编委、财政共同审核，书记、县

长共同签字，最后财政建档设卡核拨经费。二是对因换

届选举正常调动的干部职工，首先强调在行政事业单

位和同类性质的单位之间调整，对因工作需要确需进

入财政拨款单位的领导干部，由县委组织部、县编委提

供任命文件和编制手续，建档设卡，核拨经费。三是对

调出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随时撤销档案卡片，核减经

费数额。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机构人员

膨胀的势头。自 1991 年 6 月建档后，除国家分配的大

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安置和明文规定的外，基本 上杜

绝了行政事业单位随意增人的现象。1993年与1990 年

相比，进入财政拨款单位的人员减少了 48 人，相应减

少财政支出 14.5 万元。

3.堵塞了漏洞，缓解了财政资金的供求矛盾。由于

建立了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台帐，有效地制止了虚假冒

领，胡支乱花等问题，三年来共节约财政开支 182 万

元。

4.密切了协作关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财政

供养人员管理台帐的建立，强化 了 与组织、人事、编制

等部门的联系，在人员变动、工资调整、离退休、死亡及

遗属审批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规范化手续，形

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齐抓共管的工作关系，

减少了核拨人员经费方面的误差，限制了人员和人头

经费的过快增长，从而为行政事业单位控编消肿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机关人员分流工作的开展。三年

来，全县先后有 5 个单位 188 人与财政脱钩，减少支出

61.4 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

目前，襄垣县财政局建立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台帐

的做法，已在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推广，并在实践中不断

发展和完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财务管理

出台一项新措施  

两年节约开支

50 多万元

——江浦县粮食局加强职工

医药费管理见成效

侯秀达

前几年，江苏省江浦县粮食系统职工医药费开支

大幅度上升，1991 年度职工医药费开支达 43 万元之

多。截至 1991 年底，全系统职工医药费累计超支 110

万元，多数单位已被银行以挤占流动资金之名加息罚

息，企业不堪重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虽然有职工

医药费提取比例较低（当时为职工工资总额扣除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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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补贴后的 5.5%），药品价格上涨客观因素；但主

要的是受长期吃大锅饭的影响，内部管理松弛所致。如

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职工医药费超支的“雪球”

则会越滚越大，企业生产经营所创造的效益抵不上职

工开支的医药费，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为此，江浦

县粮食局在深入调查了解后，对全系统职工医药费的

管理实行必要的改革，并制订了《江浦县粮食系统职工

医药费管理办法》，其内容主要有：

一、全系统各单位一律取消医院的“特约记帐单”，

凭现金看病。堵塞了“特约记帐单”被转让、借给他人看

病的漏洞。

二、各单位实行“自提自用，结余归己，超支自补”

的办法。单位对职工实行定额包干（每月随工资发 5

元，全年 60 元），节约归己，超支部分依据工龄长短按

比例报销：工龄不足 1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50%；

工龄满 10 年但不满 15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60%；工龄满 15 年但不满 2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70% ；工龄满 20 年但不足 25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80% ；工龄满 25 年但不足 3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90% ；工龄满 3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全报。

三、对因公负伤和经县级以上医院诊断为突发性

疾病的以及恶性肿瘤等疾病，所发生的医药费据实报

销。

四、对下列情况而超支的医药费不予报销：未经单

位领导批准，擅自找个体医生看病的医药费；因个人原

因或酗酒、斗殴等而造成伤病所支付的医药费；不属报

销范围的滋补药品；未经当地医院开具转院证明或未

经单位领导批准而擅自转院到外地看病的医药费；未

经单位领导批准，擅自做 C T、核磁共振等检查的医药

费。

五、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必要时带病历审核。

由于制订了职工医药费管理办法，端掉了“大锅

药”，以前那种小病大养、“一人公费，全家吃药”的不良

现象得到扼制。1992 年职工医药费支出比 1991 年减少

24 万多元，下降 54% ，1993 年职工医药费支出比 1992

年减少 26 万多，下降 59.6% ，两年医药费支出共节约

50 万。既保证了职工正常看病医疗，又堵塞了浪费的漏

洞，达到了节药开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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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新的农业特

产税政策的出台，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种日渐增多，纳税

范围逐步扩大，原来只作为征收农林特产税的一种补

充方法的市场稽查征收形式，如今将成为农业特产税

征收管理工作中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湖北天门

市开展这一工作近四年来，累计查补农业特产税约 95

万元，为促进市区各集贸市场及全市农业特产税的征

管、堵塞税收漏洞、理顺税收秩序、增加财政收入等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门市有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机构，即农税

稽查队（前称为市区农林特产税市场征收所）。该队建

于 1990 年 6 月，当时开展市场稽查工作，在全区和全

省属于首家。他们坚持至今，取得积极的效果。现以市

区为例，介绍他们开展这一工作的具体做法。

1.宣传发动，大造舆论，形成一个良好的依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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