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成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农民实际收入每

年得增长 5%以上。农村是奔小康的重点和难

点，难就难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影响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影响实现小

康目标。为了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除了调

整种植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之外，我们还要

注意研究解决不合理负担、降低生产成本等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

五、搞好示范，总结经验

资金不足将是我国较长时间内农业发展的

矛盾，因此，财政扶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必

须集中资金有重点地进行。在选定最佳的资金

投放结构之后，要在资金投向上实行重点倾斜，

选择代表不同类型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

区和项目，把多方筹集起来的资金统一安排，重

点扶持，力求做到规模适度、配套齐全、层次高、

效益好。通过试验示范，探索不同地区、不同条

件下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路子和经验，为

本地区扶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供样板。

县乡财政

章丘市财政局的六项举措

朱广禄

连续六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山东省章丘

市财政局针对今年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

增强改革力度，强化平衡措施，打响了财政平衡

的攻坚战。

——抓扶产，培植财源。今年以来，章丘市

财政局进一步强化“经济决定财政”的观念，对

企业全方位支帮促。首先，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增加企业技术改造投入。通过对外筹借等形式

筹集资金达 1.2 亿元。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

场需求，把优势行业、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作为

技术改造的重点，一保到底，使其在辐射带动全

市技改上发挥作用。今年财政局与有关部门一

起筛选出 45 个技改项目，投入资金 8 000 多万

元，开发新产品 70 多种。其中，有光纸、塑料焊

机、高支纱、电子系列产品等 35 种产品畅销国

内市场，15 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全部技改完

成后，每年可新增产值 4.5 亿元。为企业提高经

济效益和增收奠定了基础。培植了财源。其次，

局内对各业务科室实行了“定扶产项目、定实现

效益、定奖惩”责任制，9 个科室有扶产项目 40

个，对这些项目做到了资金、工作、政策三帮促。

全局形成了“我与企业共命运”的共识并化作自

觉行动。

——抓收入，确保均衡入库。局长、股长、所

长、办事员层层实行目标任务责任制，把各项收

入任务分解为具体指标落实到人头，一级向一

级负责，并建立了旬旬算帐，月月分析收入情况

的制度，确保了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均衡入库。

由于组织严密，措施得力，今年第一季度完成财

政收入 2 825 万元，占年预算的 25%，比上年同

期增长 26%。

——抓改革，进一步转变财政职能。为促进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章丘市财政局对企业实行

了“四管理”办法，即：管上交收入，确保财政收

入任务完成；管财务核算，确保正确反映企业的

经营成果；管利润分配，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分配关系；管固定资产，确保国有资产的完好增

值。真正做到大的管住管好，小的放开搞活。为

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企业财会人员的

整体素质，适应新的会计核算制度的要求，今年

以来，这个局分四期举办了企业财会人员培训

班，有 350 人参加了培训。

——抓聚财，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今

年，章丘市财政局进一步强化了预算外资金管

理，在过去专户储存、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对行

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了票据管理，即

每月对发出的票据存根进行回收，与单位上报

数进行核实。今年以来，专户储存资金达 2 300

万元，每月形成间歇性沉淀资金 250 万元，并用

这些资金扶持了一大批短、平、快项目。

——抓管理，压缩财政支出。章丘市财政局

按照量财办事的原则，要求市、乡（镇）两级财政

都不打赤字预算，坚持不花过头钱。市财政局对

市直行政单位实行了行政经费预算包干和基建

工程预算包干办法，在预算管理中采取了六项

重大节支措施：第一，与有关部门配合，严格控

制增加机构和编制；第二，坚决压缩会议费支

出，除人代会、党代会、政协会和农村工作会议

外，其它会议费用市财政一律不予核拨；第三，

严格控制办公费、差旅费、电话费支出，实行月

月定额制度；第四，凡是购置设备、房屋维修和

汽车大修必须报经财政批准；第五，严禁公费旅

游、公款大吃大喝、滥发奖金、实物、补贴等，并

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第

六，进一步探索公费医疗改革，实行公费医疗大

包干，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进一步挂钩。

今年一季度，各项支出指标均比上年同期下降。

——抓创收，大力支持行政事业单位兴办

经济实体。章丘市财政局主动会同有关部门健

全和完善了鼓励创办经济实体的政策措施，调

动了部门办实体的积极性，今年新办了 35 个实

体。

县乡财政

为鞋城皮革制品

有限公司注入活力

李炎  永奇

河南鞋城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是河南省鹿邑

县的一家乡镇企业。在近 10 年间，该公司高速

发展，年产值由 30 万元增加到 7 550 万元，出

口创汇由零发展到 415 万美元，人均年产值由

0.5 万元增加到 32 万元，人均年税利由 0.3 万

元增加到 3.1 万元。该公司已跻身于河南省乡

镇企业十强之列，并被农业部、经贸部命名为

“全国乡镇企业创汇大户”。该公司一派兴旺，成

绩斐然，是与县财政从资金和工作上给予大力

支持，不间断地注入活力紧密相关的。

如何使这个公司在发展乡镇企业大潮中充

满生机？鹿邑县财政局坚持投入不断档，措施紧

跟上。

为帮助鞋城有限公司“上台阶”，县财政局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强投入。多年来，每年都

安排一定预算资金给予支持，并灵活安排支农

周转金，为公司解决临时性困难。1982 年以来，

县财政局累计向鞋城有限公司投入生产发展资

金 1 750 万元。县财政局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

况下，还多方拆借资金，保证公司发展，截至

1992 年底，拆借的资金达 1 290 万元。除此之

外，财政局还想办法帮助引进台资。在财政局牵

头和有关部门配合支持下，鞋城有限公司先后

和台湾鞋业制造城、台湾贵群股份有限公司合

资共建两个项目，引进资金 4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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