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头脑中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

二是严把支出口子关。坚持市长一支笔批钱制度，

严格按预算办事，不乱开口子。没有列预算的项目，一

律不安排支出；对纳入预算的一次性支出和弹性支出，

实行预决算制度，即由用款单位先提交一次性经费申

请报告，经财政局长审查后，报市长一支笔审批，然后

按不超预算的实际支出进行决算；对动用财政预备费

的项目，市长先征求财政部门的意见，可行的，市长签

批，不行的，市长一律不签批。市长签批的财政部门给

予办理，市长不签批的一律不予办理。

三是严把专控商品关。认真执行专控商品审批制

度，不经批准的一律不准购买，资金不合理和资金不足

的坚决不批。凡是财政拨款的行政和事业单位购买小

汽车，不管资金来源如何，必须经常务市长批准，否则

不予办理定编和控购手续。欠发职工工资的乡镇、亏损

企业和欠交利税的单位不准购买小汽车。

四是严把预算外资金管理关。成立了由财政局长

牵头的预算外资金调查小组，对全市的预算外资金，从

形成、发展到目前的管理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制定了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明确规定，凡是有

预算外资金的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在银行设立存储专

户，全额入帐，不准有帐外帐和小金库，收入必须用财

政局统一印制的票据，支出必须接受财政监督，并上交

财政一定比例的预算外调节基金，如有违反者，从严查

处。通过强化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掌握了行政事业单

位的预算外收入数额，对预算外资金收入较多的单位，

财政减少对他们的拨款，每年节省财政支出 130 多万

元，征收预算外调节基金 68 万元，缓解了财政供需紧

张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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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四 川省三台县财政 局

近年来，我们从三台的基本县情出发，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及时完善农业投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支

柱产业，抓好科技开发，疏通流通渠道，使全 县农业经

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1992 年全县农 业 总 产

值实现 12.4 亿元，比 1988 年增长 33.8% ；乡镇 企 业总

产值实现 10.49 亿元，比 1988 年增长 133% ；粮 食、棉

花、油料、蚕茧、水产、生猪产量跃入全省农业 县 20 强

和全国农业县 100 强之列；蚕茧、油料总产量已连续 3

年名列全省第一，1992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18

亿元，比 1988年增长 47.6%。经济的发展，为财政收入

的稳步增长，实现收支平衡奠定了基础。1992 年财政收

入达到 6 935 万元，比 1988 年增长 57% ，县可支配财

力在“六五”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县财政已连续 7 年保

持收支平衡。

一、完善农业投入机制，确保农业稳步发展。我们

针对三台县农业资金筹集渠道狭窄，部门配套资金难

以落实等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投入

为启动，集体投入为补充，农民投入为主体的农业投入

机制。在财政投入上，确保预算内安排的支农资金逐年

增长，农林特产税收入的全部、县财政机动财力的 20%
以及镇乡财政超收分成的 40%也都用于农业，并依据

政策足额征集农业发展基金，严格管理 各类支农资金

和支农周转金。在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下我们又积极

诱导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广泛筹集社会闲资

游资投向农业。仅 1992 年全县 129 个农村合作基金会

就拆借和投放了农业生产资金 8 000 多万元。在吸引农

民投入上，本着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无论是投资还

是投劳，一律不搞统一摊派。在引导农民增加种、肥、药

及中小农具的投入的同时，我们还引导农民增加科技

投入，比如由农民请农技部门和科技人员直接对其实

行有偿服务来增加农业投入的科技含量。此外，我们还

积极吸引外资，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农业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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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贷款发展农业。

在 1989-1992年的三年时间里，我们通过上述渠

道共筹集了 7 218 万元资金，投入农业（不含农业合作

基金会的投入），其中财政资金 2 200 万元，占投入总量

的 30.5%。建立健全了 115 个乡镇林业站、农机站、水

利站、畜牧站、农技站，装备了 115 个机防植保队和 50

个农民电教培训中心，完善了 292 个村级农资科技综

合服务站和庄稼医院，使全县上下形成了以县为龙头、

乡为骨干、村为基础的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多功能社

会化服务网络。此外，还改造了中低产田 22 万多亩，建

“双千田”、“吨粮田”50 万亩，营造防护林 70 万亩。这些

社会化服务措施和农田基本建设，为增强农业后劲，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面向市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我们在抓好粮

食生产的基础上，还根据市场和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

要求，对种养业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引导农户在完成

国家任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水面、荒滩、荒坡、荒山等

非耕地资源优势和多种经营、支柱产业优势，搞集约化

成片综合开发。与此同时，继续抓乡镇企业的内部结构

调整和优化。一是利用蚕茧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丝绸

企业，形成了缫丝、织绸、印染、加工成品“一条龙”的生

产格局，使吨茧增值 3 倍以上。二是利用粮、油、果、畜

禽资源，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全县已形成年产值达 4

亿元的生产规模。三是利用砂石、页岩资源，发展建材

业，从而推动了乡镇建筑业的发展，全县乡镇建筑建材

业的产值已超过 5亿元。

三、建立商品基地，发展支柱产业。开发商品基地，

发展支柱产业，促进集约化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效益的根本途径。我们在农业区域综合开

发总体布局的基础上，狠抓了以粮、棉、油、蚕桑、畜禽、

水果、水产、药材等 10 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商品基地建

设。按照生产专业化、种植科学化，品种良种化，经营集

约化，产品商品化的要求，集中人、财、物力，在全县择

优建设了 20 个年产茧 5 000 担的优质蚕茧基地乡，45

个植棉 3 000-5 000 亩的优质棉基地乡，18 个名优水

果基地乡，7 个水产集约开发基地，20 个节粮型畜牧基

地乡，4 个竹草编开发区，以及名贵中药材开发区和红

薯开发区。全县每个乡镇都有 1-3 个人均收入 400元

以上的骨干农业商品，形成了一乡一镇一品的各具特

色的优质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商品农业的发展，为全县

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从而形成了以茧丝

绸、食品加工、农机化工、竹草编织为主的年产值亿元

以上的 8 个骨干拳头产品，促进了工业振兴及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使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基地

逐步形成了专业性商品市场。工业开发上也形成了以

丝绸为主的 36 个年产值 1 000- 5 000 万元的骨干企

业，初步显示了由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和商品优势，再

到市场优势，最后体现出规模效益优势的商品经济新

格局。

四、抓科技开发，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综合开发农

业必须综合利用多学科、多专业、多环节的实用技术。

为此，我们县财政每年投入 100 万元用于引进科技人

才及组装推广各类适用技术。

我们坚持立足本县、面向全国，广泛培育和吸引人

才，并制定了技术、物资、奖惩三挂钩、三配套的 10 条

鼓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愿意来、留得住、热心干。几年

来，全县共吸引了 260 多名专家教授来县从事科技开

发，在他们的帮助下，组装、配套了 25 套 96 项先进实

用技术，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行农业科技集团承包，仅

1992 年，全县就组建了各类农业科技承包集团 64 个，

承包各类开发项目 97 个，收到了预期的效应。如“棉花

大王”潘兴隆牵头组织了 1 034 个有植棉经验的农民技

术员承包了 5 个县 155 个乡镇的 28 万多亩棉花，占全

省植棉面积的 17% ，承包的棉农向国家交售皮棉 42 万

担，亩平售棉 77公斤，比上年增长 75.2%。

五、培育农产品交易市场，疏通流通渠道。我们既

注重抓高效农业的发展，又注重强化农产品的销售，抓

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疏通流通渠道。一是着力增强各

级政府的大市场，大流通意识，巩固发展与县内外、省

内外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今年以来，全县就在

沿海和三北地区发展外向型合作项目 22 项，总投资 4

300 多万元，使大批农产品打入了省外和国外市场。二

是大力兴办市场，建立健全流通网络。在近三年间，县

财政共投入 500 万元引导资金，在全县城乡建立了大

小市场、商场 200 多个，去年又新建了 14 600 平米的凤

凰山综合交易商场，在去年秋交会上，成交额达 1.7 亿

元。三是组织和壮大农产品流通队伍，融农产品购销于

一体。据统计全县从事农产品贩运的人员达到 2 万多

人，仅贩运鲜鱼的就有 1 100 多人，使全县 360 万公斤

鲜鱼运销到了重庆、西安、郑州等地。四是建立农产品

产购销联动机制。农产品购销部门与商品生产基地、专

业农户密切配合，及时向生产者提供准确、及时的市场

信息，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使农副业的效

益通过流通得以实现和提高。1992年，全县社会零售商

品总额达到 6.98 亿元，集市交易成交额达到 1
.
94 亿

元，外贸出口总额达到 888 万元，分别比 1991 年增长

14.8% 、21%和 9.9%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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