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强化收支管理，管好用好资金。他们通过完

善目标激励机制，改革征管办法，强化征收手

段，有效地控制了跑、冒、滴、漏。1992 年市核定

玉田县财政收入任务为 6028.3 万元，经过全体

财税干部的努力，结果超收 389.7 万元。他们还

通过“清底数、严把关，细检查、紧控制”的办法，

进一步加强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县乡财政

全面开源节流
  努力 增收节支

河南省鹿邑县财政局

1992年我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直

接领导下，在税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密切配合

下，积极扶持工农业生产，培养财源，严格依法

治税，加强财务监督，严格支出管理，节约经费，

使本县财政状况显著改观。当年财政收入完成

6 212 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提前三年超额达

到我县“八五”期末的收入指标，除弥补历年滚

存赤字后尚结余 318万元。

一、积极扶持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近年

来我县财政收入尽管增长较快，但也只能保吃

饭，保基本办公经费，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微

乎其微。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我们决心积极

扶持工农业生产，培养财源。为了支援农业和促

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多渠道筹措资金，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去年，我县对以农田水利建

设为内容的基础建设投资 212.3 万元，黄淮海

平原开发投资 328 万元，商品粮基地建设投资

265.2 万元。同时，还设置了农业周转金，全年

共投放 23 万元，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为了扶

植工业发展，去年，我们充分利用财政信用职

能，通过省、地财政金融部门筹措和拆借各项资

金 646.2万元，重点扶持了宋河酒厂三、四期扩

建工程、县橡胶厂防水卷材开发、中外合资玄武

皮革皮鞋制品行业和一批投资少、见效快、效益

好的乡镇企业。这些资金的投入使用，对促进我

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培植龙头企业，扩大拳头

产品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严格依法治税，加强财务监督。税收是

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不让税款流失，

我 们与税务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条

例》，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较好地完成了农

业四税和工商各税的征收任务。我们还根据上

级部署，积极开展了税收、财务大检查活动，共

查出违纪金额 188.4 万元，其中已上缴财政

110.4 万元，堵塞了漏洞，增加了收入。
三、促进企业扭亏增盈。为了落实省“两扭

两创”目标，克服由于市场疲软，原材料涨价等

因素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帮助企业走出低谷，我
们对全县有影响的工业企业进行分类排列，分

别制定了扭亏创收计划和措施。在资金上优先

扶持，政策上给予优惠，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我们扶持宋河酒厂、玄武皮革厂与玄武

皮鞋厂，上规模、创名牌、创效益。给三个厂扶持

资金 970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发展。我们还

对长期亏损的塑料厂投资 150万元，帮助其开

发新产品塑料编织袋和塑料水龙袋，使企业扭

亏为盈。通过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开展，去

年全县 11 户预算内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

明显的好转，8 户盈利，实现利润为上年的

154.6%，亏损企业比上年减少 2 户，减亏 95.4
万元。

四、完善包干办法，深化财政改革。

去年，我们继续修订和完善了对行政事业

单位实行的“支出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和

对乡镇财政实行的“定收定支、超收分成、欠收

减支、超支不补、一定一年”的管理体制，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调动各单位、各部门生财、理财、

聚财的积极性，鼓励事业单位积极创收，走以事

业养事业的路子。我们筹集并设置了文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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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金 25万元，重点扶持了教育部门开展勤工

俭学，文化部门开展以文养文，卫生部门兴办经

济实体等活动，为这些单位实现全额预算单位

向差额预算单位转化，差额预算单位向自收自

支单位转化、经费与财政逐步脱钩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

五、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控制支出。首先，在

预算安排方面，我们坚持量钱办事，量入为出的

原则，防止寅吃卯粮；在预算执行中，坚持按计

划拨款，认真履行财政拨款手续。同时，对各项

支出严格管理。主要是：严格控制会议规模、时

间和标准，提倡开小会、短会、电话会，节约会议

经费。对行政事业单位调入人员，实行财政、人

事、编委、劳动等部门联合把关，对原超编人员，

财政只供应工资，不拨给公用经费，对新超编人

员，不供给任何经费。加强公费医疗管理，采取

现金就诊、分档报销、多方承担的办法。同时，对

享受公费医疗的对象进行了清理整顿，清理出

不符合享受公费医疗人员 1 000 余人，节约了

医疗支出。坚持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进一

步加强专控商品审批制度，对违控购置的小汽

车进行了认真查处，共查处违犯规定擅自购置

的小汽车 161 部，违纪金额 718.3万元。对此，

给予了罚款的处理。

县乡财政

短评   抓好 财政基础 环 节

本刊评论员

县 乡财政，在整个财政中处于基础环 节。搞

好县 乡财政，对繁荣农村经济，巩 固国家财政具

有重要的意义。

近几 年，我们从反映县 乡财政的稿件中看

到，发展较快的县 乡，有以 下几个特点：

一是因地制宜地发展支柱财源。凡发展较

快的县 乡，大都能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瞄准市

场，发展“拳头”产品，形成支柱财源。财源旺 盛

了，财政收 入也就 节节高。

二是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不断扩大财源。农

村经济的发展，稳靠农业，活靠流通，富靠工业。

“千万元 乡”、“亿元县”无不是走与一、三产业相

配套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乡镇工业发展起来了，

财政收入也 就 上去了。

三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开辟新财源。不

少财政收入大县的经验证明，要想“财源茂盛达

三江”，还得把眼光放 开，使本 乡本土的产品 努

力挤进国际市场，占领国际市场。

四 是重视管理。经济发展了，涵养 了财源；

但 要实实在在地 壮 大财力，必须加强财政收 支

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国家的财税法规办

事，杜绝随意减免税收，把应收的税款及时征收

入 库；要有节制地花钱，防止大手大脚、胡乱 开

支，尽可能地把财力 用在培植、涵养财源和教

育、科技支出上。
五是耳聪目明，重视信息，重视科技人才。

许多 县 乡的财源建设，项目瞄得准，资金 用得

巧，见效快，盈利多。之所以 能够取得好效果，重

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重视市场信息，重视科技人

才，走科技兴农、科技兴工、科技兴财之路。
就全国来看，目前各地县 乡财政的发展很

不平衡，富县的年财政收入多达几 亿元，且以 较

快的速度增长，而贫县的年财政收入，还在一两

千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水平上徘徊。为 了进一

步的推动县 乡财政的发展，我们将加强县 乡财

政的宣传，在“县 乡财政”栏目内尽可能多地刊

登一些稿件，交流各地的新情况、新做法、新经

验。欢迎各地多为“县 乡财政”栏目提供内容新

颖、文字活泼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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