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些项目能全部建成投产；二是将发展县属集体

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与发展县属国有企业一样

重视，放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来竞赛，做到制定政

策、投放资金认企业、认项目、认效益；三是在坚

持“五轮驱动”的同时，要突出发展乡村集体企

业，以壮大乡村基础财力。

三、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

营。南郑是个农业大县，丘陵山区占全县总面积

的 85%，且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多种

经营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几年来，该县按照富民

强县的发展战略，积极扶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现已建成茶、蚕、烟、果等十大多种经营基地。

1993 年，全县多种经营总值达到 5.56 亿元。实

践证明，在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县级收入的同时，

积极扶持发展多种经营是实现富民强县的重要

保证。根据新的财税体制，农业特产税将作为地

方固定收入。所以，继续抓好多种经营建设将是

县级财政收入的又一新的增长点。重点是，长远

抓林业，兴办“绿色企业”；短期抓蚕、茶、烟、果，

着力提高现已建成的十大多种经营基地的经济

效益。将支农资金适当向规模型、效益型、高税

率产品的多种经营项目倾斜，并积极扶持帮助

研制开发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特别是在茶叶

制作、烤烟等级、蚕茧加工、中药材种植等方面

进一步引进先进设备，吸收技术人员，力争增加

其销售的附加值并争取创汇，既增加农民收入，

又扩大新的地方财源。

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建筑业。根据新的

财政体制，第三产业的营业税属地方固定收入。

鉴于南郑县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今后发展目标，

应着力加快全县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一是应

以县城为中心，由商业、供销、物资等部门联合

兴办商业贸易中心，方便县城居民购物。同时要

抓好全县已建成的 18 个集镇市场建设，并向一

些群众居住较为集中的乡村辐射，形成四通八

达的商业网点。二是以南湖为中心，加快全县旅

游业的发展步伐，形成游、宿、食为一体和为国

家、省、地提供中、小型会议的配套设施，这样既

可增加财政收入，又可扩大南郑知名度，为招商

引客牵线搭桥。

建筑业是县级财政收入中最有潜力、最有

希望的支柱产业。目前，含乡村在内，南郑县已

有建筑单位 44 家，从业人员达 16 113 人，这是

一支不可低估的聚财力量。目前的重点应放在

提高技术水平，培训技术人才、加强施工力量、

提高建筑质量上，使现有的建筑队伍由承担一

般住房向承担大型高档建筑工程项目迈进，走

出省界，开拓市场，使其成为南郑经济再上新台

阶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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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把三关  节支会议费

四 川省平昌县把压缩会议费作为节约支出的一项

重要措施来抓，对大型会议实行由财政局派专人监督

管理，在预算、执行、结算环节上严把三关。

一、在预算环节上实行主办单位和财政共同审核

编制会议经费预算。即财政局从预算、行财股派专人会

同会议召开单位一起编制经费预算，财政局审核后，报

县政府批准执行。预算实行三定：定参会人员、定会议

时间、定住宿伙食标准。对会议场租费、办公费、农民代

表误工补助费、车船费以及工杂人员人数实行从严控

制。

二、在执行环节上把住监督关，力求做到少花钱，

多办事。监督会议单位在住宿、伙食标准方面严格按预

算规定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标准和突破预算。同时

按非与会人员、住城参会人员和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安

排住宿的要求进行监督。

三、在结算上把住审查关，实行从严审查，据实报

销。会议经费开支单据由会议专管人员和经办人共同

签字，报有关领导审批。对于会议期间用过并可继续使

用的物资及时组织清收，并妥善管理，不许化公为私。

会后凡实际开支的会议费小于预算数的，其节余额由

单位结转使用，但不能以各种名义分给个人和发放奖

金。凡实际开支大于预算的，县财政一律不追加经费，

其超支额由单位自行消化解决。对在会议费预算开支

上弄虚作假、少支多报、铺张浪费等行为，一律按违反

财经纪律处理。 （苟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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