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干部，最好不要调换，以保证村级财会人员的稳定

性和财会工作的连续性；选拔财会村干部时，应首先考

虑是否懂得财会业务知识。

二、加强检查，经常监督。 乡（镇）财政所对所属各

部门、各单位进行经常性的财务检查和监督，是财政监

督、管理职能的具体表现。乡（镇）财政对村级财务检

查、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因财会员业

务生疏引起的问题，财政所干部要热情、耐心地进行业

务辅导，纠正错误；对有意识地违反财经法规的则要严

肃处理。

三、集中培训，提高素质。为了提高村级财会员的

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财政部门应下大力量，搞好村级

财会人员的集中培训。有条件的可以县（市）为单位组

织分期培训，或以几个乡（镇）联办编班，举行中短期培

训班，请有关专业学校编专门教材，请专业教师授课。

通过培训，对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发给证书上岗。

四、建立考核制度，表彰先进。乡（镇）财政所要建

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村级财务考核制度，主要包括以下

三方面：一是村级财务收支是否合理合法，有章可循；

二是村干部是否奉公守法，清正廉洁；三是是否做到了

“四 个统一”即统一帐簿，统一记帐方法，统一会计科

目，统一报表。并以以上三个方面为标准，一年举行一

次全乡（镇）财会工作会议，表彰先进，鞭策落后。

河北省唐山市从健全制度着手，认真抓好农业发

展基金回收工作，先后制定了《农业发展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有偿资金回收办法》。滦南县总结实行了“三级

建帐”、“两表一卡”的管理办法。即：县财政局、乡财政

所、项目村分别建立开发资金专户帐；乡财政所按月、

季报送《资金支出进度表》、《开发效益季报表》；一是建

立支农有偿资金管理卡，用以反映资金拨付、归还期限

和回收资金情况。同时还对借款合同实行了司法公证

制度，为确保及时归还借款打下了基础。唐山市总结推

广了滦南县的管理办法，并以奖惩促回收，凡是按期归

还市以上借款的县区，市从归还的市本级借款中返还

给县区 50%，作为县区农发基金；不能归还的，将从以

后的市以上专款中扣回。县对乡也相应制定了奖惩办

法。

针对本地特点，唐山市采取了 三种回收资金方式：

一是由乡村从集体提留（农户 上缴的承包收入，村公益

田实现的收入，乡村办企业上缴的利润）中直接归还借

款；二是按各村户受益面积，将借款分摊到户，从开发

有收益的第二年起由村负责收缴，统一归还；三是用粮

食或其他实物折价偿还。

动态教育投入新机制
成效显著

本刊讯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全靠国家财政包

下来的局面已经改变。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机制，

有效地增加了全社会对教育的投入。1981 年到 1991

年，通过社会捐资、集资等渠道累计筹措 708.46 亿元；

1991 年，全国预算外教育经费已占全国教育经费的三

分之一。

为总结集资办学经验、表彰奖励先进，国家教委、

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审计署今年 9 月在河南郑州市

召开现场会。会议披露：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校已

实现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 生人人有课桌

凳”。十年间全国中小学校舍 96%以上得到了新建和改

建，危房比重由 1981 年前的 15.9% 下降到 1991 年的

1.6% ，由于校舍倒塌而造成的师生伤 亡事故明显减

少。同时，还添置了价值 48.7 亿元的教学仪器设备和

11.98 亿元的图书资料。这些成效的取得，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多渠道集资办学，如果仅依靠国家财政预算内

经费，据测算，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这十余年间所取得

的成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

铁映，高度评价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机制，称它不

仅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也是实现现代化、加速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子完全正确，符

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要长期坚持不变。国家全包

下来的办法，根本不可能解决我国 2.5 亿人受教育的

问题。李铁映还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提

出了具体要求。

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在河南现场会上要求各级

财政继续保证教育经费的“两个增长”。“七五”期间，财

政经常性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6.3% ，而国家预算内教育

支出平均每年增长 12.5%。1991 年，这两项比例分别

为 9.5% 和 14.8%。按在校生平均计算的教育事业费

支出也是逐年增加的。但是，全国发展还不平衡，个别

省份在某些年份未能实现“两个增长”。他还要求各地

进一步加强教育费附加的征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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