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老刘同志负责《国 家财政概

况 》、《地 方财政概况》以 及附 录等文章的复审工作，其

工作量之 大，时间之 紧，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 是：“当编辑

部主任 时都没这么 紧张过。”从去年 8 月 初开始 ，连续

三个 月，他不顾 年 事 已高，每天都要阅改 几 万 字的稿

子。90 多篇文章，100 多万字，他都要一篇一篇反复认

真地看，仔仔细 细 地改。有的文章写得不合规范，他 还

得进行大段 大段的修改。社里让老刘上半天班，但时间

根本不够，于是他就 天天将稿子带回 家，下午和晚上 继

续阅改，有时连星期天都搭上 了。老刘同志毫无怨言地

说：“无论如 何忙，哪怕加班加点，工作一定要完成。”

当本文脱稿时，笔者得知 ，老刘同志又 和其他 同志

一起，投 入到新一年的《中国财政 年鉴》的编辑工作中

去了。他就是这样发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人不卸甲，马不停蹄，振 笔驰骋，默 默 地耕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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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管理体系。该地区把财政

税收任务作为企业和区乡政府

全年工作的一项硬指标，具体

分解落实到各经济职能部门、

生产企业和区乡财政干部头

上。现已落实承包任务6 966.4

万元，较县人代会通过的今年

预算收入增加 561
.
3万元。

2.实行“定人员、定项目、

定产值、定税收、定奖惩”的“五

定”责任制。各级财政部门按照

年初计划，积极开拓理财领域，

围绕市场开发多种经营，围绕

多种经营兴办乡镇企业，把多

种经营开发和支持“两高一优”

农业的发展摆在发展农村商品

经济的首位。目前，共联系、扶

持项目 94 个，估计到年底可新

增产值 3 760万元，新增税利

1 410万元。

3.大力推行“包、减、断”的

预算管理办法。对行政事业单

位，该地区按“包、减、断”三个

层次安排经费，鼓励其创办经

济实体，合法增加收入。现已有

9 个单位与财政脱钩，“断奶”自

养，22 个单位的经费逐年递减，

平递减比例为 35%，有的高达

50% ，17 个暂无创收条件的单

位，实行定额包干，缺口由单位

自行解决。这三项全年约可节

约财政支出 4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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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财政局切实防止

支农资金“农转非”

近年来，湖南省湘潭市财政局针对社会资金大量

外流和忽视农业投入的现象，切实防止财政支农资金

“农转非”，并努力用准、用好、用活支农资金，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农民、集体和其他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

入的作用，确保农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促进农村经济稳

步发展。

在多年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湘潭市以

财政增收为基本前提，通过不断积累，逐步形成了支持

农业生产资金、农业事业发展经费和支农周转金 三大

类财政支农资金，并逐年有所增长。1992 年，市财政支

持农业生产的资金达3 500余万元，1993 年将力争在此

基础上再增长 10% —15% ，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

为防止支出资金“农转非，”在拨付过程中，财政部

门注意防止以拨代支，要求农业主管部门和生产单位

把资金切实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确保资金性质不变。他

们一方面在资金拨付方法上进行改革，对支持项目在

立项后先拨 80%，验收后再拨 20% ；另一方面，采取局

农业财务管理人员随着资金走的办法，长期深入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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