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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乡镇财政面临

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

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

乡镇经济发展缓慢；财源

不足，乡镇财政基础脆弱；

支出范围大，超越了乡镇

财政的承受能力，致使收

入的增长幅度远远赶不上

人头经费和事业费的增

长，新增财力基本上被人

头吃掉了。为了摆脱乡镇

财政的困境，几年来，山东

省莱芜市作了一些尝试。

1.下放权力，使乡镇

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1986 年底，莱芜市将市直

部门原设在乡镇的农、林、

水、教育、卫生、供销等 23

个分支机构，分三批全部

下放到乡镇管理，共下放

干部职工13 250人，固定

资产1 100万元，流动资金

580 万元，财政支出基数

1 500多万元。同时，放权

辅之让利，在 30 个乡镇普

遍实行了“定收定支、收支

挂钩、超收 全留、欠收 自

补”的财政体制，建立了乡

镇国库，健全了征收机构，

使乡镇政府组织发展区域

经济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1991 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14.5 亿

元，比 1986 年增长 97%。乡镇一级财政收 入达到

2 363.2万元，比 1986 年增长 1.5 倍。

2.转变职能，兴办实体，强化服务。为使下放部门

活起来，既能满足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又能使各

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强筋壮骨，并且逐步减轻财政压力，

莱芜逐步建立了以市级服务为依托，镇级服务为纽带，

村级服务为基础，农民自我服务为补充的农村系列化

服务网络。乡镇政府按照区域经济的要求和商品生产

专业化、社会化的特点，组织协调所属业务部门实行职

能互补，优化组合，开展综合协调服务。目前全市 30 个

乡镇已兴办起服务实体 452 个，年经营额5 000万元，创

利税 420 万元。如杨庄镇以兽医站为主体，与食品站联

合组建了集生产管理、经营销售于一体的畜牧食品公

司，通过为饲养户提供服务，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同

担的畜牧产销模式，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991 年全镇

畜牧养殖专业户已达3 300余户，建成畜牧专业街 28

条，畜牧业总收入达到 4 850万元，占全镇经济总收入

39.6% 。该公司过去每年吃财政差补经费 2 万元，目

前，不仅实现了自收自支，而且每年盈利都在 10 万元

以上。

3.精兵简政，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职能，兴

办实体为精简机构和人员找到了出路，目前，莱芜市乡

镇机关改革已全面铺开。共有1 200名机关干部卷起铺

盖，自愿到实体、企业和农村工作，每年减少财政支出

310 万元。羊里镇将现有的 43 个镇机关部门，合并组建

为“三办”“五委”。三办即党委办公室、群团办公室、政

府办公室，五委即农委、工交委、财贸委、科教文委、计

划生育委。三办、五委的主任，分别由党委、政府的成员

担任，办公室人员从原部门中考核举荐，实行聘任制。

镇机关行政人员由原来的 155 人减少到 33 人，富余人

员有 92 人进入经济实体或到企业任职，15 人到落后村

包村，年龄较大且身体状况不好的 6 名干部提前办理

了退休手续。另外，通过考核对确实不胜任工作的 9 名

同志予以辞退。这样，既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社会化服务

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精简人员的去向问题，走出了

一条震动小、效果好、行得通的精兵简政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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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市实行

公费医疗管理新办法

湖北省枣阳市加强公费医疗管理，从 1991 年 9 月

份实行新的办法以来，一年共节约开支 120 万元。新办

法的具体内容是：定点医疗，核定指标，节余留用，超支

分摊，现金结算，经费共管，个人适当自费。实行这种办

法，患者看病需持公费医疗证、专用病历到定点医院就

诊，凭专用病历、双处方和收据，经单位分管领导审批，

并由单位填好“报销汇总单”和“公费医疗门诊、住院结

帐登记表”，报送公费医疗办公室审查合格后，再按一

定比例报销。报销比例为：除工龄在 30 年以上或年龄

在 55 岁以上的国家干部，离、退休人员以及患癌症、疑

难病症者外，门诊一律报销 90%，住院报销 95%。财政

部门按每月人均 7.50 元的经费拨给公医办，由公医办

统一核算，节余留各单位使用，超支按四、四、二比例分

摊，即：财政分摊 40%，享受单位分摊 40% ，医疗单位

分摊 20%。  （刘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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