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狠 抓 企 业 增 效 益  
实 现 收 入 上 台 阶

湖南省宁 乡县人民政 府

我县是典型的粮猪经济结构的农业大县。农业增

产不增收，工业基础薄弱，效益不佳，财政连年出现赤

字。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近年来，我们着眼现有企业基

础，把搞活企业作为搞活财政的重点来抓。1991 年，财

政总收入完成 7 382 万元，比上年增收 838 万元，增长

12.8%。比与省财政厅签订的 1993 年财政收入过亿元

责任书规定的 7 210 万元超收 169 万元。在从农业大县

向农工并举，逐步实现工业大县的过渡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一、从扶植乡镇企业入手，确保重点乡镇工商税收

上台阶。我县乡镇企业有一定基础和增收潜力，但过去

满足于“船小好掉头”的保守经营，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全县经济的重头

戏来唱。年初，对全县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了

全面的调查、摸底，确定了对 19 个乡镇 51 家企业的 58

个项目进行重点扶植。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乡镇财源

建设，实现工商税收上台阶的规划》（简称“12345”工程

规划），要求乡镇通过提高企业效益，工商税收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分别逐年递增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

40 万元、50 万元。规定这些乡镇工商税收三年登上三

个台阶，1993 年达到 2 160 万元。为全县过亿元承担

40%以上的重担。为了确保这些乡镇实现工商税收目

标，我们通过信用社筹资 2 050 万元，由财政按 7— 8‰

贴息投放到 58个项目。同时要求财政、税务部门和签订

上台阶责任书的乡镇，注重对所扶企业通过促管理上效

益，引导乡镇对企业健全目标考核体系，重点解决定额

管理和目标管理问题。去年 19 个乡镇的 58 个项目中已

有 44 个建成投产，初步发挥了效益。19 个乡镇工商企

业总产值共完成 28 43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9% ；实现

税收 1 561 万元，比上年增长 4 1.5%，超过了责任书规

定的增长 36%的幅度，占全县财政增收总额的 54 % ，为

全县当年实现收入上台阶作出了贡献。

二、扶植国营工商企业，着力技改挖潜，培植重点财

源。近几年来，我县国营工商企业经济效益较差，集中

体现在盈利被亏损吃掉，严重影响到财政收支的平衡。

去年，我们对国营工商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对

长期亏损的企业下决心关停，丢掉了部分亏损包袱；二

是对一批有增收潜力的企业，实行重点扶植，帮助这些

企业搞好技改挖潜，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高利税产品，促

进这些税源大户上效益，增收入。去年，经市、县经委批

准立项，由财政部门重点扶植的有 13 家企业 16 个项

目，县有关部门与这些企业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确规

定了三年应完成的税收任务。为了实现扶植目标，我们

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制订一系列关于搞活企业的政策

与规定，为企业创造较为宽松的生产经营环境，如对这

些企业实行“包死基数，定额上交，超收分成或还贷”；对

税利较高，产销形势好的个别项目，在国家政策允许范

围内给予适当优惠；对原亏损企业实行经营范围、进货

渠道、商品价格、分配制度四放开。二是从财政部门选

派素质较好、工作扎实的干部挂任企业副厂长、副经理

职务，长驻企业，参与管理，帮助企业及时解决问题，以

确保扶植措施到位，确保目标实现。三是实行资金优惠

政策，立项后及时组织资金 1 673 万元投放到企业，由

于全方位扶植，13 家企业均实现了产销利税同步增长。

去年产值完成 16 275万元，比上年增长 10.1% ；利润盈

亏相抵实现 447 万元，税收实现 803 万元，利税共比上

年增长 279 万元，增长 53.2%（责任书规定增长 22.

3%），占全县财政增收幅度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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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规费管理触及到有关部门的利益，上述政策一

出台就迅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部门找到市主管部

门，试图通过上级部门“动员”市财政局出面阻止。但市

财政局领导明确表示“不能干涉”，果断支持巴县改革规

费管理。结果，巴县财政局在县政府和市财政局的支持

下，冲破了阻力，顺利进行了这项改革。到今年 1 月底，

全县各有关部门应缴财政的 80.67 万元规费收入已全

部入库。目前，重庆、四川和贵州遵义地区等一些区县

推广了巴县的经验，实施了规费管理的改革。

（申崇坤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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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挂钩，有的还包括工资、奖金等，多销多得，少销

少得。四是推销产品和进货根据同质同价的原则，按实

际购销价与正常价格的差额部分提取 1%，奖励供销人

员，同时取消产品购销过程的回扣。五是积极为企业举

办产品看样订货会，推介新产品，拓宽销售市场。由于

我们牵住了销售这个“牛鼻子”，便走活了企业生产经营

一盘棋。近几年，除个别企业因国际市场变化销售困难

外，几乎没有产品积压。

县乡财政集安市财政局

包村扶贫的几点做法

曲以慈  于振和

吉林省集安市阳岔乡大荒沟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

穷村。据 1990年底统计，全村 238 户居民中，还没完全

解决温饱问题的就有 80 户，占 33.6%。为了促使这个

村尽快改变贫困面貌，脱贫致富，集安市财政局于 1991

年初包下了这个村。经过一年的努力，包村扶贫工作取

得了很大成效。当年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 82.2 万元，人

均收入达到 600元。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建立包保责任制。为使局包村工作不走过场，

真正取得实效，该局制定了包村责任制，实行以局长为

首的全员包保办法，下派一名干部为驻村联络员，常年

驻村，具体衔接、落实各项包村工作。同时明确了全局

上下的包村工作职责、奋斗目标及考核办法，坚持一包

到底，不富不撒手。全员包村责任制增强了全局干部职

工对包村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扶贫先扶志。他们认为扶持一个村脱贫致富，

关键要扶出一个能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有力的

党支部。针对当时村党支部软弱涣散的实际情况，他们

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乡党委提出了改选党支

部、整顿村组领导班子的建议，得到乡党委的支持。经

群众推荐，组织考核，重新选举了党支部书记、村长和其

他领导。新的村级班子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自觉经

受了锻炼和考验，逐步成为有号召力、克己奉公、群众信

得过的战斗堡垒，成为大荒沟村脱贫致富的脊梁。在村

领导班子协助下，驻村联络员走家串户，宣传党的富民

政策，分析大荒沟村脱贫致富的有利因素，鼓励全村群

众树立脱贫致富的勇气和信心，为做好包村扶贫工作奠

定 了基础。

三、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

径。为了加快该村的经济发展步伐，一年来，局领导带

领有关科室的同志先后 10 多次深入该村调查研究，对

发展的项目进行认真的考察论证。对确认可行的项目，

市财政局和有关部门一道，坚持在技术、信息、资金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全村 238 户全都

种上了地，在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粮食仍自给有余。

多种经营也走进家家户户，去年全村共种植人参 2万平

方米，养猪 320 头，当年卖猪收入 38 000 元。村办企业

也得到显著增强，村办参场、林场、米面加工厂年创收 1

万元，比上年增长 50%。这一年，全村还种植野山参 500

平方米，植桑 50 亩，培植了后续财源。全村水电等基础

设施也得到改善，使部分居民吃上了自来水，安上了电

灯。

四、播种精神文明。在抓物质扶贫的同时，市财政

局还下功夫帮助大荒沟村从精神上脱贫。为了促进该

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挤出

3000 元，帮助维修了校舍，改善了办学条件。为了给村

民提供精神食粮，市局干部还捐书 300 多册，帮助该村

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市财政局还发动群众整修道路，使

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使全村

有 60 户被乡党委评为五好家庭，有的还被评为双文明

户。全村无一例计划外生育。

简讯

规费收 入失而复得

多年来一直流进部门钱柜的规费收入，而今在巴县

被依法收入国库。重庆市巴县财政局冲破阻力大胆改

革规费管理，收复曾经流失的财政收入 80.67 万元。

去年，巴县人民政府决定改革规费管理，收复流失

的财政收入。巴县财政局按照清理文件、明确范围、制

订政策、健全制度 4 个步骤，实施了这项改革。经清理查

明，国家制发有关规费文件共 34 个，收费项目 48 项，县

属 20 个局、站有规费收入，年收费总额 200 多万元。他

们明确规定：全县所有规费全部纳入县财政局管理；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凡属规费项目的收入，扣除工本

费、运输费后的节余款和历年结余额，按 60%的比例或

上级财政部门确定的比例上缴财政，对截留、挪用或坐

支规费收入者按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

的暂行规定》予以处罚。同时，他们还建立起明细核算、

与预算外资金分开核算、季度报表、专人管理等制度，促

进全县规费管理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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