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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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