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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以前，我县工业

技术素质差、管理水平低，严

重捆扰着工业企业的发展。

为此，我们注重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着力调整结构，加强技

术改造，强化企业管理。1986

年至 199 1 年，工业总产值平

均递增 17.9%，实现利润平

均递增 14.8% ，上交税利平

均递增 15.2% ，实现全县工

业企业连续六年无亏损。

一、围绕市场调整产品结

构，发挥本县产品优势

我县有瓷泥、石灰石、铅

锌、钨砂、煤炭和卤水等多种

矿产资源，但由于没有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缺乏地

方拳头产品，市场竞争力不

强，经济效益不高。为改变这

种状况，“七五”以来，我们坚

持两手抓调整，一手抓结构性

调整，突出发展高效益产品。

果断关闭了两个长期亏损的

煤炭企业，将一个市场前景不

好的化工原料企业转产，重点

发展日用瓷、立德粉、莹石粉

等效益好的产品。在发展地

方产品中，我们比较好地把握了两点：一是尽可能避开

与大企业的正面竞争；二是尽可能使地方产品向系列化

方向发展。如出口瓷竞争激烈，我们就根据民间生产日

用瓷的时间长、有一定技术基础、投资较少等特点，帮助

企业瞄准内销瓷；铅锌品位低、效益不高，我们就转产莹

石粉，进而开发氟化盐产品，并实行多品种开发，形成自

己的产品优势。全县 1991 年日用瓷、立德粉和莹石粉三

大产品的产量比 1984 年分别增长 210%、262%、30% ，

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62.8%以上，上交税利占预算内企

业的 81%以上，从而稳住了企业效益的大头。另一手抓

开发性调整，开拓市场紧缺产品和新产品。如阿胶是我

县传统产品，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但由于手工作坊生

产，劳动条件差、产量少、能耗物耗高、效益发挥不出来。

我们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该产品进行开发性调整，通过

多渠道筹集资金 375万元帮助企业进行生产设备改造，

形成了年产三胶（驴胶、鹿胶、龟胶）200 吨的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药政标准，工效提高 10倍。1991 年

又投入 216 万元进行“三胶”制剂产品的开发，形成了

“三胶”系列产品，产值增加 1.5倍以上，成为我县创税

利 203 万元的药品工业生产基地。

二、围绕结构调整，加强技术改造

我县国营工业企业，包括几个骨干企业都是六十年

代土法上马的。这些年来，县财政每年新增投入的 90%
以上都用于企业挖潜改造，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在技

术改造中，我们注重走“结合调整抓技改、抓好技改促调

整”的路子，对于重点发展的“拳头”产品，进行配套式改

造，但不搞“小而全”，也不平均使用力量。如石湾瓷厂

近六年累计投入技改资金 600万元，新增了三条隧道窑

和两条辊道窑，不仅使年产量由原来的 1 000万件增加

到 5 000 万件，而且使产品质量上了档次，一级品率由

原 20%提高到 62%，成本消耗大幅度降低，产值、利润

跃居全省内销瓷行业之首。

为了提高投资效益，在资金投向和管理上，我们采

取的办法是：第一，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不搞重复建

设；第二，注重选择“短、平、快”项目，搞快投快收，少背

借贷利息包袱；第三，注重项目的市场调查和效益分析，

不搞盲目上马。据统计，在近两年 17 个技改项目中，当

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受益的有 10项，占 60%，

两年内完成的 3项，占 18%，平均每百元投资新增税利

33 元。企业的技改借款一般在 1—3年内就全部还清，

目前我县 1990年以前的技改贷款已基本还清。

三、提高产品质量，搞活流通，占领市场

我县工业原材料和产品指令性计划很少，97%以上

靠自己找市场。为此，财政部门帮助企业抓好产品质量

管理，在劳动分配制度上，改变传统的“正式工、预备工、

临时工”制度，实行以产品质量定身份的“正式工、预备

工、临时工”制度；改变以产定酬的办法，实行“以质计

产、以产计班、接班付酬”。现在，全县国营工业企业产

品质量稳步提高，赢得了市场与效益。县石湾瓷厂被验

收为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县机油泵厂成为全省县办机

械行业中唯一的国家二级企业。

与此同时，我们把搞活供销作为企业的“第一工

序”。一是调整企业领导结构，把一大批善于经营、能驾

驭市场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全县有 30%以上的厂长

出自于供销人员或从事过供销工作。二是对销售人员

实行量化管理，分一、二、三级供销员，每年考核一次，全

县统一标准，凡评为一级供销员的记大功一次，浮动工

资一级，有效期一年。三是对供销人员实行推销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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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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