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财神爷”
送来“活 财神”

郭先社 范海芹

最近，河北省邢台县财政局为全县 33 个乡

镇的 100 多名果农，举办了两期果农科技培训

班。参加培训的果农感激的说：“财神爷”给俺们

送来了活“财神”。

近几年，尽管邢台县的果林业发展很快，但

由于果农专业知识少，大多是粗放管理，产量

低，质量差，果农迫切需要提高果林种植管理技

术。邢台县财政局在开展“为基层尽职责，办实

事”的活动中，想果农之所想，急果农之所急，聘

请了三名高级农艺师义务为果农举办科技培训

班。由于培训方法灵活求实，课堂上系统讲，观

看录相重点讲，带到果园实际讲，使参训的果农

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果树栽培管理的科技知识。

邢台县财政局这一举措，实乃一举三得，既使果

农学到了科技知识，又为科技兴县办了实事，还

大大密切了征纳关系。参训的果农表示：果园丰

收了，说啥也得先交农林特产税，国家想着咱，

咱也不能忘国家。

财政改革

兴办经济实体  减轻財政負担

渭 南地区 兴办 经济实体办公室

1992 年，陕西省渭南地区各级、各部门在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精神

的鼓舞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兴

办经济实体，至年底，全区共兴办各类经济实体

648 个，从事经济实体工作的干部达 1 820 余

人，共筹集资金 9 347 万元，取得经济效益

1 297万元，减少财政拨款 937 万元，上交财政

资金 37 万元。此外，还有 109 个实体正在积极

筹建之中。全区兴办经济实体工作已初步呈现

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广泛动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中央有关文件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

后，我区各级、各行政事业单位立即组织学习讨

论，领会精神实质，提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

制和行政事业单位兴办经济实体的认识。地、县

分别组织人员到外地学习取经，通过学隰县、看

沿海，使大家认识到，兴办经济实体是进一步改

革开放的需要，是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需

要，是减轻财政负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同时消除了思想顾虑和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从而形成变担心为放心，变“观潮”为“下海”的

风气。富平县委、县政府在省、地 9 月份兴办经

济实体经验交流会议以后，及时召开了“富平县

兴办经济实体经验交流现场会”，树立了县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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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利局、财政局等单位办实体的先进典型，

发动全县所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办经济实

体。韩城、蒲城两县市兴办经济实体动手早、步

子大、效果好，受到了省政府的奖励表彰。行署

也表彰奖励了渭南、白水、合阳三县市。通过广

泛动员，转变观念，奖励先进，全区兴办经济实

体活动掀起了热潮。

（二）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实体健康发

展。

为了推动经济实体健康发展，地委、行署下

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兴办

经济实体的通知”。一是对“下海”干部待遇优

惠。到实体工作的干部职工保留原身份不变，级

别不变，工资奖金待遇不变，机关工作需要时可

以调回机关，在经济实体除照领工资外，还可以

领取奖金和效益工资。二是实行减免税照顾。对

兴办的经济实体，除国家规定不允许减免税者

外，税务部门可按有关政策减免一定期限的税

收。三是对实体给予资金扶持。财政部门建立

兴办经济实体发展基金，从年初预算实排的专

项基金和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中提取 5%到

10%，并从专项周转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兴

办经济实体的银行贷款予以贴息等优惠政策，

扶持、启动和加快经济实体的建设发展。1992

年省、地、县财政先后拿出 676 万元，扶持渭南

地区 250多个单位兴办经济实体。四是实行奖

罚和风险抵押办法。对行动快、效益好，实体年

实现纯利润 1 至 2 万元的原单位主要领导奖励

1 000 元，实现纯利润 2 万元以上的，从超额中

再提取 5%奖金，奖励单位领导；对有条件但不

积极办实体的单位减少单位当年包干经费的

20%。经济实体的主要负责人都必须向上级主

管部门和单位交纳一次性责任风险押金 1 000

元。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经济实体发展。

截止 1992 年底，全区通过银行贷款、群众

集资、财政扶持等各种渠道共筹集资金 9 347

万元，建成总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上的实体 11

个，50—100 万元的实体 35 个，10—50 万元的

实体 236 个，10 万元以下的实体 366 个，取得

经济效益 1 297 万元。渭南市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由地市财政、四家银行信用联社等 9 个单

位联合发起，通过发行集资债券，筹集资金

1 000多万元，为兴办经济实体筹集资金创造了

好的经验。白水县财政局与北井头乡政府联合

创办小酒厂，筹集资金 65 万元，两个月时间建

成年产 400吨的小酒厂，1992 年第 4 季度投入

试运行，产量达到 100 吨，实现利润 5 万多元。

韩城市林业站，突出技术优势，攻克用花椒籽油

替代桐油生产油漆的难题，当年投资 120 万元，

创办了年生产能力 1 000 吨的造漆厂，安排就

业人员 50 多名，年产值 120 万元，税利完成 10

万余元，开创了以科技领先兴办实体的新路子。

蒲城县围绕农业多种经营办实体，分别建立了

蚕丝、苹果酥梨、畜产加工、肉禽蛋产供销一条

龙服务体系，1992 年固定资产总值达 1 025 万

元，经营收入 995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136 万

元，上交利润 57 万元，相当财政拨款 86%，目

前已有 10 个单位实现了自收自支，实体生产的

产品远销东欧、香港等地，每年为国家赚回 70

多万美元。

（四）部门合作，协调一致，为兴办实体创造

宽松的外部条件。

对机关事业单位兴办经济实体，地委、行署

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综合部门和主管

部门，适当放宽审批条件，简化审批手续。在实

体兴办过程中，地区编委、计委、财政、税务、体

改和工商行政部门互相配合、支持。所办经济实

体由各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工商部门按照放开

搞活的原则，放宽经营范围，从速核办注册登记

发照手续。各级财政部门非常重视兴办经济实

体工作，地、县分别成立了兴办经济实体办公

室，专门负责指导这项工作。渭南市在财政困难

的情况下，先后拿出 10 万元，解决了解放电影

院、东风电影院、监察局等单位兴办实体的资金

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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