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稳定农村的财会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素

质。队伍不稳定是多年来困绕农村财务管理的老问题。

为切实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建立健全财会人员任免制

度。凡经群众推荐、考核合格，确定担任会计的人员应

由经营管理部门会同乡财政所审批发给会计任命书。

已任命的会计，未经群众讨论和任命部门同意，不得随

意撤换。第二应建立农村财会人员人事档案，并报县有

关部门备案。这对系统了解财会人员情况，提高培训效

果也有重要作用。第三实行凭证上岗。村财会人员上岗

之前，应具备一定的财会知识，统一参加由乡（镇）或有

关方面举办的学习班，结业发证，凭证上岗。第四提高

培训工作的质量。应在稳定财会队伍的基础上，逐渐提

高培训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以

解决各种在帐目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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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流不息、滔滔东去的汉江之滨，有一片方圆

25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称为江汉平原上的小江湖，湖

北省荆门市姚集乡就在这里。

小江湖因地势低洼，被国家定为汉江分洪区。为了

确保汉江两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这里的人民每隔十年就

要舍家弃园一次，周期性的搬迁严重地制约了这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

然而，自然的缺陷并不能阻碍姚集人民的致富之

心，姚集人认准了依靠产棉区优势，充分利用大量废弃

棉籽壳作原料发展金针菇生产的致富之路。乡财政所

在这场致富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种植金针菇是一项技术活，当地农民一无技术，二

缺资金，担心种金针菇会失败亏本。于是，财政所选准

几户致富决心大的农民，拿出近万元周转金，支持他们

到华中农业大学，省食用菌研究所等地学载培技术，多

方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搞种植金针菇试验。从 1988 年开

始，短短两三年时间，普通农民王志坤、特困户王继祥和

农家妇女杨士春分别获利 2万元、10万元、4 万元，成了

远近闻名的种菇大户。

一石击起千层浪。财政所趁热打铁，广泛宣传，使

小江湖出现了种金针菇的热潮，到 1991 年，全乡 6 000

户人家就有 4 000 多户种上了金针菇。

“菇农有困难，我们一定要设法帮助解决”。这是财

政所长黄发志同志常讲的一句话。金针菇在姚集普遍

栽培后，财政所更是把为菇农服务当作他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了帮助菇农解决种子、技术、设备及推销等一

系列实际问题，他们多方筹资，建议乡里办起了食用菌

服务中心。去年 6、7 月间，乡食用菌服务中心应广大菇

农的要求，决定到福建、上海采购优质菌种，苦于 8 万元

资金无着落，迟迟不得上路。时值防洪抢险阶段，银行

贷款根本没有指望，眼看全乡的金针菇生产就要泡汤。

财政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当时所里仅有的 3 万

元资金，又迅速向市财政局请示汇报，借回 5万元周转

金。为了确保资金安全，所里专门派预算会计怀揣巨额

汇票，随采购人员一起看样订货，10 天就购回急需的种

子，及时满足了菇农的生产需要。

金针菇含有人体所需的 6 种氨基酸，被日本人称为

21 世纪的“植物之王”。然而，金针菇的保鲜期只有 10

天左右，这就要求销售环节要跟得上。财政所的同志利

用各种机会，帮助农民推销金针菇，先后成交 20 多万

袋。去年年底的一天，财政所长黄发志和食用菌中心的

同志一道，押运满载金针菇的货车，到 300 多公里外的

应城县罐头厂出售后，回来的路上，被一群菇农拦住，要

求他们再跑一趟。而此时已经是晚上 8点多钟，辛苦了

一天的司机不能疲劳出车。为了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

损失，黄所长与司机商定：人歇车不歇。于是，找来顶替

的驾驶员，黄所长亲自押车，再次起程驶向应城县。罐

头厂的同志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破例当天夜里收下了

送来的金针菇。

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果实。1991 年，在财政所

和全乡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姚集乡的金针菇产量达到了

350万袋，创产值 365万元，获纯利 156 万元，仅金针菇

一项，全乡人均增收近百元，并带动其他各业的发展。

1991 年，全乡人均纯收入由 1987 年的 487 元上升到

832元，使小江湖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金针菇的生产，使姚集人民尝到了致富的甜头，他

们十分感激那些可敬的理财人，乡财政所也因此被连年

评为市、区、乡有关部门的先进单位，最近又被市精神文

明委员会授予“全市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但是姚集

乡财政所的同志并没有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他们

想的是进一步培植财源、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他们正

准备筹资 15 万元，采用红外线辐射保鲜法，解决金针菇

保鲜期短的问题，为菇农们继续造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县乡财政
	财政扶持金针菇  姚集人民万家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