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安装，这样每米又可节省 3 元。由于张志平精打细

算，万 亩方田仅管道一项就节省资金 20 万元。20 万元

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临河群众来说是个多么惊人的数

目？乡亲们感激地说：“ 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能这样和

咱 百姓心连心。”

张志平用他的实际行动，在临河 乡群众心目中树

起 了党员的形象，用他的心血和汗水，在临河乡的历史

上写下 了光彩的一笔。他成功地结束了财政局的扶贫

工作，使临河 乡 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水浇地。温饱问题

得到 了解决的临河人民感激地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

我们老区人民，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国家的关

怀，多交公粮，多交好粮。”

扶贫结束回城之后，张志平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

又一次经受了陶冶。每时每刻，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临河的父老乡亲，从而又会联想到全国的农民，就会感

到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重

任。所以不管到任何单位干任何工作他都不会懈怠，因

为他的心里永远装着人民。

几年来，张志平多次被评为地市级模范工作者，

1993 年又被省财政厅、省人事厅评为“河北省财政系统

先进工作者”。可他把这些看得很轻很轻，他说荣誉只

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将来，只有不断奋斗，才能终生

无悔。

在财政战线上

小镇上的“大算盘”
——记江苏省通州市西亭镇财政所所长江道昌

马亚光

在 长江三角洲的腹地——通州市，有 一个古镇

— 西亭镇。西亭镇不大，东街响的爆竹西街能听到；

南街发生的事情，北街马上能知晓。在西亭镇有个不大

不 小的人物江道昌，人称“大算盘”。这个绰号的来历，

因他是镇财政所的所长 ，是全镇会计的“头儿”，常常算

大帐，也算细帐。
江道昌爱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算大帐。

大帐之一：培植财源。

1 988 年，原南通县（现为通州市）正式实行“定收定

支、定缴定补 、超收分成，短收自补”的财政包干管理体

制。这 一体制的运行，给原以支出管理为主的镇财政所

开展 工作增添 了很大难度，也增添了几份活力。

经济发展是财政的源头。如何学会“生财之道”扶

持 乡镇企业发展，是搞活财政的首要课题。江道昌正是

顺着这 条路，一步步 走向前的。

近年来，江道昌把“积

极扶持发展镇办企业，培植

新财源”作为重要工作，他

积极向上拆借、左右融通资

金，全方位筹集资金，扶持

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给有困

难的企业雪中送炭。

该镇羽绒制品厂，是家

镇办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

地。但因企业场地狭小，生

产能力受到限制，产品不能

扩大批量。如果长此以往，

要不了多久，这个厂就会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

来。为此这个厂提出了扩大

原有产品生产规模，发展“绣品服装”新项目的设想。江

道昌和他的部下们主动上门，为这个厂的新项目进行

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并为这个厂融通资金 34 万元，使

新项目如期上马。1993 年该厂创产值 400万元，创利税

24 万元，产值、利税将分别比上年增长 300%和 200%。

江道昌和他的部下们积极为企业服务，坚持做到

既锦上添花，又雪中送炭。西亭镇镇办企业——通州市

食品饮料厂，由于基建资金过大，投产后流动资金严重

不足。1992 年夏天，正是该厂产品——饮料销售量大幅

度上升之际，该厂却因缺少流动资金，难以购回原材

料，企业只好停产。江道昌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用镇

财政周转金 2 万元支持这个厂发展生产，解了这个厂

的燃眉之急。

西亭镇 29 家镇办企业，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得

到过镇财政所的扶持，仅 1992年该所为企业融通资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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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万元，扶持企业 22家，增加税利 23.3 万元，有力地

支持了企业的发展，增添了财政收入的后劲。1992年完

成财政收入 378.1 万元，比上年 260.4 万元增长 69%。
大帐之二：培养会计人才。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人才的竞

争，是企业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亭镇 29 家镇办企业，大都是农民集资，或贷款

兴办起来的，起步迟、规模小、效益差。财会人员的业务

素质也参差不齐。如何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业

务素质呢？江道昌为此动了不少的脑筋。

办培训班，是办法之一。他将自己多年来从事会计

业务的体验，和上级有关政策规定，汇编成教材，采取

“一听、二看、三议、四统一”的方法，进行业务培训，无

私地传授给镇办企业的财会人员。此外，他还请工商、

税务等部门的行家来上课。这样的培训班，每年都要举

办二至三期。

搞会计达标，是办法之二。为了使全镇的会计工作

迅速达标，使之规范化，江道昌在联系点——综合厂树

榜样，从班组核算制度的建立，到各项财务制度的建立

健全，从帐户的设置到利润的计算等等，他都一一过问

指点，该厂会计工作于 1992年 9 月份经市有关部门的

验收一次合格。继该厂之后，又按老办法使四个企业的

会计工作达标。

在江道昌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目前全镇 105

名镇办企业会计，有 3 人被评为会计师，有 26 人被评

为助理会计师，镇办企业的会计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

化的轨道。西亭镇建筑工程公司驻苏州工程队，过去曾

因财务管理不善发生严重亏损。1991 年，江道昌专程赶

到这个工程队进行审计，查问题、堵漏洞。审计过后，江

道昌帮助这个工程队建立了核算制度，强化了约束机

制，使这个工程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效益大幅度上

升。1992年，这个工程队在全公司八支驻外施工队中名

列第一。江道昌得知这一消息后，饱经风霜的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微笑。

大帐之三：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展教育事业是百

年大计。

多年来，由于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到八十年代，西

亭镇十六所基层学校，大多简陋陈旧，危房众多。江道

昌每次经过学校的危房前，心里总要为孩子们捏一把

汗。“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

啊！”江道昌将目光投向孩子们，投向未来。

自 1989 年开始，西亭镇建立了人民教育基金制

度。多方筹措资金，发展教育事业。

尽管近几年镇财政困难重重，被人们称之为“吃饭

财政”，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江道昌每年都要安

排预算 5 至 6 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1992年，是西亭镇财政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兴建

种子仓库需投入 28 万元，公路工程需投入 47 万元，金

石河镇区段护坡工程需投入 8 万元……在镇财政资金

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江道昌和他的同事们千方百计筹

集了 60 万元资金，确保了西亭小学教学楼的如期竣

工。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西亭镇十六所基层小学全

部达到了“两无一有”的标准。江道昌也为此受到了通

州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大算盘”江道昌善于从大处落笔算大帐，也善于

从小处着手算细帐。

细帐之一：改革公费医疗制度。

江道昌在积极支持企业发展，促使财政收入逐年

增长的同时，他的算盘珠儿又不停地拨动，算着另 一本

帐：支出帐。

多年来，公费医疗逐年上升，居高不下，成 了镇财

政一个沉重的压力。

江道昌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医药费报销凭证，思考

着改革公费医疗的策略。

一位退职老干部的公费医疗报销凭证引起了他的

注意。同一天，他有三张医药发票，开的是不同的药，生

的是不同的病。莫非此人有分身之术？当江道昌拿着这

几张发票，找到这位老同志，他起初吱吱唔唔，随后才

道出了实情。这三张发票中，只有一张是他本人的，另

外两张是他的亲戚用他的名义到医院就诊的。

另一位镇机关干部的公费医疗报销单也颇有意

思：此人在半月之中，竟用了 50 支洁霉素。

还有一位机关干部明明这几天在上班，却有这几

天住院的医药费报销单呈送过来……

这样的漏洞应该怎样堵塞？

江道昌苦苦思索了几个晚上，终于拟定了《西亭镇

公费统筹医疗管理办法》，1992年，经镇委镇政府批准，

正式实施。

改与不改不一样。同样是那位退职老干部，往年医

药费总在 1 000 元以上，1992 年他仅花了 80 多元。据

统计，1992年，全镇仅公费医疗就节省财政支出 5 万余

元，比上年下降了 50%。真印证了那句古话：小帐不可

不算。

细帐之二：强化管理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过去如一盘散沙，分散在各行政事业

单位，难以统一调度使用。有的部门有钱，乱支乱补，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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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奖金，无钱的部门成了清水衙门，阻碍了机关工 作的

正常运行。

面对这种局面，江道昌和他的部 下们多次 协商，酝

酿严肃财经纪律的对策。方案一个个提了出来，最终大

家统一了认识，依据“分块管理，分级实施，统分结 合，

注重效益”的原则，制定了《西亭镇预算外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这一细则，在巩固财政部门直接管理的预算外

资金及企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成果的同时，着重强

化了镇财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对镇直事业

单位，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三种管理体制，即统收统支，

收支两条线，核定收支定额上交或差额补助。

调查、摸底、票 证 、帐簿 设置 、财务管理审批程 序

……一项 又 一项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措施，在江道

昌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 下，在各部门中得到推行。

一盘散沙，成了一盘棋。以往财政管理混乱的局面

得到了控制，违法乱纪的行为得到了制约。统计数据表

明：1992 年，全镇通过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共实现 专

户储存 143 万元，占应储总额的 95%。江道冒 充分利用

这部分闲置资金，择扰扶持镇办企业发展“短、平、快”

项目的需要和临时调度解决发展公共事 业的资金需

求。

工作研究

令人担忧的
国有企业亏损问题

李洪辉

国有企业亏损是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老

大难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每年要召开无数次治

亏专门会议，但结果仍然愈治愈亏，前景令人担

忧。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据统计，

1985- 1989 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基本 上低于

10%，亏损额平均每年不到 2 亿元。近 几年，该

省国有企业 亏损急剧膨胀，到 1993 年，亏损面

达到 30.3% ，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猛增到 1 1.22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34.9%。今年 1- 5 月，亏

损上升势头更猛，五个月亏损 7.8 亿元，比 上年

同期增长 41.5% ，亏损面达 43.7 %。

企业短期亏损，是市场竞争中容易出现的

现象，通过采取措施可扭亏为盈。现在令人 头疼

的是有些企业身患“绝症”，长期亏损或资 不抵

债。如截至 1993 年底，苏北某市连续三年亏损

的国有企业有 65 户，停产企业有 40 户，资不抵

债企 业 48 户，另一苏北主要城市 31 户资不抵

债企业资不抵债额达 1.1 亿元。企业亏损，资不

抵债，不仅拖垮了企业，也拖累 了政府部门，尤

其是拖累了银行，引起了经济界的广泛关注。

二

据企业主管部门反映，国企亏损原因是多

方面的，既有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也

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内部经营管理的原因；既有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不适应性，也有企业长期积

累下来的“老大难”因素。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开放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不配

套。我国改革开放的特征体现为渐近式改革，放

开了乡镇、集体，而国有企业仍受控制，因此带

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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