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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财政局加强支农周转金管

理，取得很大成效。1991 年

资金投放总量达 1548 万

元，比上年增长 60.1% ；到

期应收款 1230 万元全部

收回；三年来，资金回收率

连续达 100% ，并缴清占用

费。1991 年，全区利用支农

周转金共扶持 265 个 单

位，新增产值 2305 万元，

新增税利 387 万元。

这个区健全了管理机

构，加强周转金投放使用

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全区

各乡镇均设有农财组，配

备农财专管员，形成支农

周转金管理网络。从资金

投放前的可行性调查，资

金投放中的跟踪问效，到

项目完成时的资金回收，

以及效益统计一抓到底。

这个区平时实行支农周转

金“两公开—监督”制度，

按时公布支农周转金的拨

付和回收情况，增强工作

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

为使周转金真正发挥

效益，财政部门坚持深入

生产第一线，帮助扶持对

象解决实际问题。芗城区

浦南镇，地处僻壤，经济又

落后，原有一家食品罐头

厂，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

验，产品质量达不到国家

规定标准，销售困难，至去

年 6 月，累计亏损 8.8 万元。区财政局派人深入这家

企业调查，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一方面对企业承包进

行改进完善，落实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敦促企业聘请

技术员，把好产品质量关，并在流动资金方面给予适当

支持。到 1991 年底，该厂扭亏为盈，实现利润 9.3 万

元，上缴国家税收 3.9 万元。

该区还从抓好制度建设方面保证周转金有效使

用。他们制定工作程序，明确经济责任制。每投放一笔

款项，必须先由借款单位向当地财政所提出申请，然后

由农财专管员进行可行性调查，经财政所集体研究后

上报区财政局审批。这样，无论从资金投放到资金回

收，都由财政所办理，加强了财政所理财的责任感。他

们还对区级和乡级的支农周转金分别进行会计核算，

开设银行专户，定期编送会计报表。区里每年开展两次

财务互审，交流工作经验。

为保证周转金到期收回，他们实行“三结合两保

证”办法。所谓“三结合”就是在回收周转金时，结合了

解用款单位的经营状况，遇有问题采取措施帮助解决；

结合财务审查，帮助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结合调查生产

计划，帮助解决资金缺口，促进计划实现。“两保证”是：

1.担保单位要保证借款单位按时归还周转金；2.镇政

府要保证按时归还向区财政局借用的周转金。由于实

行上述办法，连续三年来，借出的周转金均做到按时回

收，没有挂欠。

财务管理“一把米”

方 略

——招远市财政局激励

农民增加农业投入

孙启 贵  滕松远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是人们的共识。目前，在

财政资金有限，对农业投入无能力“一包天下”的情况

下，如何调动农民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是一个值得探索

的问题。山东省招远市财政局采取“一把米”方略，取得

成效。

花生覆膜是一项农业新技术，增产效果明显，但要

大面积推广，不少农户在经济上承受不了。为此，招远

市财政局采取贴息的办法，扶持村委会给农民贷款购

地膜，秋收后再还贷款。这样，全市迅速掀起了地上“白

色革命”，1991 年全市花生覆膜面积达 20 万亩，占总面

积的 81% ，花生亩产由 1989 年的 158公斤增加到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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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家庭形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多数村把集

体的农业机械分了、卖了，一度出现了“耕地累死牛，浇

水争破头，治虫家家愁”的局面，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受

到制约。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规定凡购买大型链式拖

拉机、小型拖拉机、小型柴油机，都可以给予一定补助。

无偿补助激起了一场农民“购车大战”，全市仅 1990

年、1991 年两年就增加各种农用机械 4 172台（部），机

耕机播面积达到 96%以上，小麦机脱面积达 100%。全

市粮食总产 1991 年突破 3亿公斤大关。

为了解决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争水的矛盾，财政

局采取了“放水养鱼”的办法，把每年上缴市和乡镇的

农林特产税，返还给农民一部分，鼓励大搞果树滴灌节

水工程。仅 1991 年一年就新上 2.6万亩，累计全市滴

灌面积达 6.3 万亩，名列全国第一，使“摇钱树”喝上了

“自来水”，果品产品有了可靠的保障。1991 年果品总产

量比上年增加10 477吨。

财务管理推行农业保险好

张广华  邹月祥江苏省东台市城东乡财政所

增加农业投入，依靠国家拨款、地方和个人集资筹

款等虽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但这些资金来源有限，满

足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推行农业保险是增加农

业投入的又一途径。

推行农业保险，可以发挥以下几点作用：一是开辟

农业投入的新途径，缓解资金需求的矛盾；二是消除农

业发展的后顾之忧，稳定民心，安定社会；三是保证灾

后生产自救，减轻社会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我国农业保险虽然仍处在试点阶段，但是，它业已

显现出令人欣慰的成效。1987 年湖北省孝感市大依院

四个乡三万亩丰收在望的棉花遭大雨袭击，保险公司

足额补偿 12.5 万元，棉农将补偿资金迅速转变为生产

资金，当年就补回损失。1991 年江苏省泗阳县爱园乡

7 500亩棉花受暴雨灾害，仅花 1.5 万元保险费就得到

11 万元的保险赔款，生产得到及时补救。这些保险赔偿

费无疑是农业投入的又一来源，显示出神奇的功效。

因此，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加快试点步伐，总结经

验，全面推行农业保险已成为新时期增加农业投入的

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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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企处长会议

在乌鲁木齐市召开

目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财政本

身的改革也在加快，这将引起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

机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机构

存亡的问题，而是发展提高的变化。这是财政部副部长

迟海滨在 8 月中旬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的全国中企

处长会议上讲的。

迟海滨指出，从当前来看，推行税利分流，税后还

贷，税后按资分红体制还需要一段时间，社会监督和服

务体系的发展及完善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之前还有大

量监督检查工作需要中企驻厂员机构去做。即使将来

全面推行税利分流办法，社会监督和服务体系全面建

立起来之后，还是会有些社会、民间监督体系代替不了

的监督检查工作。所以，中企驻厂员机构要继续努力做

好监督检查这项重要工作，并努力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在新的形势下，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财政部人事司司长张庆荫、商贸司副司长王维钧

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与会代表就进一步加强中企驻

厂员队伍建设，深化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

（杨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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