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率超过 30%。“六配套”学校达 80%以上，并创办了

荣成大学和财贸中专。四是优先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荣

成市始终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为党

委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近几年，他们先后投资 400 多万

元，建成了可容纳 2 万多人的体育场，投资 360 多万

元，建成了一座高标准的电视转播塔。他们每年都从预

算内安排一部分财力，用于发展特教事业、福利企业以

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菜蓝子工程、城市交通

等。现在，荣成市有可容纳 200 名残疾儿童入学的特殊

学校 1 处，有为残疾人举办的福利企业 52 处。人民群

众吃、住、行、医等有了基本保证。

三个压缩：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压缩基本建设投

资、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财政经费支出上，荣成市

始终坚持“量入为出、量财办事”的原则，严格按预算、

按进度、按顺序花钱，对行政经费等项支出层层实行

“一支笔审批制度，采取定额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

的办法，严格指标控制，使行政经费等项非生产性支出

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其他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为了

减轻财政负担，本着“循序渐进、分类指导、攻破难点、

推动全面”的原则，根据事业单位的行业特点和自身条

件，在全市 184 个有收入或有创收条件的事业单位推

行了以“定收支、定盈余、定奖惩、包服务”的“三定一

包”为主体的综合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事业单位

创收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些单位

年均创收在 5 000 万元以上，可相对减少财政支出 400

多万元。在基本建设投资上，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房地

产热、开发区热，他们结合荣成实际，本着“总量控制、

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原则，坚持只要是为了扩大生

产，有利于全市经济发展的基建项目重点保护，而对那

些与生产无关的项目则实行严格控制。几年来，共压缩

各种非生产性基建项目 20 多个，节约资金 6 000 多万

元。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上，荣成市始终把严格控制

社会集团购买力，特别是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购买高级

豪华消费品作为端正党风、转变社会风气的一 件大事

来抓，通过完善监控手段、整顿审批秩序、严肃控购纪

律、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等措施和办法外，还在社会

上聘任 了114 名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业务素质好的

同志担任市控办的义务协控员，协助市控办加强社会

监督和管理，使荣成市的集团消费始终控制在上级下

达的限额之内。

“ 一 个搞活”，就是搞活财政资金，特别是行政企事

业单位的预算外沉淀资金。近几年，荣成市经济发展较

快，预算外资金在全部财政资金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

越大，如何管好用活预算外资金，把“死”钱变“活”钱，

变“小”钱为“大”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对

此，荣成市对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代管、专户储存、收

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规定各部门负责征收的预算外

资金必须全部解缴市财政，实行专户储存，使用时，由

财政从支出专户中核拨，实行专控专用，收入和支出分

步进行，这样既可充分反映预算外资金的收入和支出

情况，又杜绝了资金浪费现象。同时，他们认真把好使

用预算外资金的考察论证关。对使用预算外资金建设

的项目，都责成有关部门参与可行性论证，对市场形势

进行科学预测，项目投产后，还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

行跟踪审计，保证了预算外资金发挥最好的经济效益。

几年来，荣成市共利用预算外沉淀资金扶持发展了近

40 家市属、集体、镇办企业。1993 年，这些企业共创产

出 5 亿多元，实现利税 5 000多万元，产出利税率都在

10%以上。

县乡财政

征 管展“四 招”  

契税年年超

刘 翔

自 1991 年恢复征收契税以来，湖北省汉川县财政

部门全方位地抓契税征管工作，使契税收入从无到有，

由少到多，年年超额完成征收任务，多次受到表彰。

1991—— 1993 年累计征收入库 47.94 万元。1994 年

1-5 月征收入库 16.24 万元。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宣传培训

契税虽然是一个老税种，但停征时间长，恢复开征

有很多困难，加上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要搞

好征管工作，就要把政策交给群众，使政策成为动员群

众自觉纳税的原动力。因此，他们一方面采取广播电

视、专栏标语等多种形式，大造征收声势，促使纳税人

自觉执行政策，主动申报，依法纳税。四年中全县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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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8 万多条，广播讲座 300 次，办专栏 500 次，出动

宣传车 50次。通过宣传，契税征管工作得到了社会各

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对各乡、镇、场财政所专

管员进行了两次为期一周的培训，提高了广大农税专

管员的业务素质、执法水平和思想觉悟，保证了政策法

规的正确贯彻执行。

二、实行联手控管

契税工作表面上 看是财政部门的一项日常税收工

作，实质上是一项社会性很强、需要各方面协同配合、

联手控管的工作。契税恢复征收时，他们吸取了耕地占

用税的征管经验，为避免部门之间把关不严，监督不

力，给契税征管造成偏差，1991 年 4 月他们首先与建设

局、土管局联合发了《关 于认真做好契税征收工作的联

合通知》，使契税工作程序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通知

规定：凡有房地产买卖 、典 当、赠 与、交换行为者，先到

房产部门办理登记、监证、评估 手续，然后持“房屋监证

书”和买卖合同（或协议 ），再到财政部门核准，照章纳

税，发给契征，最后办理产权、土地使用证过户等手续。

接着，他们和城建 、房产 、土管、街道居委会、农村村组

等单位建立契税信息网络，并完善 了对检举揭发有功

人员的奖励办法。 各部门之间精诚团结，相互支持，紧

密配合，形成契税征管合力，减少了税源的流失。

三、依法治税

在契税征收过程中，难免有少数人法制观念不强，

不依法纳税，甚至公开抗税，对这样一些“钉 子户”，他

们依照《税收征管法》与财税检察室一起，进行专项治

理。如马口镇一纳税人，1991 年购商品房一栋，交易价

10 万元，应纳税 6 000 元，财政部门十多次 上门做工

作，该纳税人仍 不予理睬，县财税检察室经调查后，对

其立案侦察，依法强制执行，并就此召开 了全县依法治

税现场会，扩大了契税工作的影响，教育了一片，带动

了一方，增强了契税工作的威慑力 ，扭转了原先那种有

法不知，有法不依的法盲状况。

四、商品房契税征收起好步

随着住房建设的不断发展，住房制度的逐步改革

和完善，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商品房的发展

日益增长，契税潜力很大。汉川县以城关、马口等五镇

为突破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狠抓商品房契税征

收。1992——1993年累计征收商品房契税 12 万元，占

全县同期契税收入的 32% ，带动和促进了全县征收工

作，促进了全县任务的超额完成。

县乡财政

加大投入力度

  扶持棉花 生产

江苏省通州市石港镇财政所

我们石港镇位于江苏省通州市北部，是历代以 从

事粮棉生产为主的农业地区。1993 年，棉花生产在遭受

多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较好收成，全镇植

棉面积 1.04 万亩，比市下达任务增加 14.4% ，单产列

通 州市万亩 乡镇第一名，总产比市 下达指标增 长

10.6% ，获通州市“双丰杯”竞赛一等奖。

一、立足培植财源，充分认识棉花生产的重要地位

石港镇属粮棉轮作区，以产粮为主，群众重粮轻棉

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镇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

展，转移了大量农村务农劳动力，以及棉花收购政策掌

握偏紧等原因，农民植棉效益降低，积极性受挫。1993

年棉花种植面积的落实受到严重影响。到 1992 年秋播

时，全镇只落实了 6 000 多亩，仅占任务数的 56%。面

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石港镇切实加强领导，审时度势，

引导农民充分认识抓好棉花生产对本镇经济发展的重

要意义。我镇工业以轻纺为主，棉织十二厂、卫生材料

厂、毛巾厂等都是用棉大户，也是全镇的利税大户，工

业产值占全镇的 36.24% ，利税占 40.15%。由此可见，

发展棉花生产是促进全镇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

也是务农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一般农户种棉收

入占总收入的 25%以上。为此，镇政府广泛开展了以

“保面积，争总量，多植棉，争贡献”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活动，大力宣传国家、省、市扶持发展棉花生产的政策

措施，积极推广一些植棉村组、农户的先进经验，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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