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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监利县是有名的“产

粮大县、财政穷县”。 1990 年粮

食产量 10.46 亿公斤，9 年蝉联

全省第一，位居全国第六，1991

年大灾之后仍然收获 8.5 亿公

斤。而实际财政收入不足 6 000

万元，人均财政收入居全省倒数

第一，年末赤字多达 700 万元。

为改变现状，监利县财政局决心

在“八五”期间大打翻身仗，将

“八五”期末财政收入目标确定

为 1 亿元，年递增率为 12.4%。

如何保证这一财源建设目标的

顺利实现？监利县财政局准备

采取六招，全面落实财源建设规

划。

第一招：成立财源建设专

班。财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为协调各种关系，县政

府成立了以县长牵头的领导小

组，并把机构延伸到乡镇。县财

政局成立了以局长牵头的工作

小组，会同税务部门设置了财源

建设办公室，实行专班负责，具

体落实日常各项任务。

第二招：改变资金投放办法，实行“三统一”，加速财

源建设。为了确保资金的统一调度和使用及时到位，县

财政局把过去由各股室分散投放财政周转金改为建立

财源建设资金专户，由财源建设办公室集中投放，实行

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管理。

第三招：扩大资金规模，多方筹措，及时到位。1992

年县财政局预计财政周转金规模为 1 400 万元，比上年

增加 16%。资金来源除从省、地上级部门借入 1 /3 外，

县财政负担 1 /3，乡镇盘活 1/3。对于上报项目，按照择

优扶持的原则，经财源建设办公室与业务股室共同审

核，实行资金重点倾斜。目前，为配合乡镇结构财源建

设，按照收入目标与基数的差额部分，已投放 5%配套

周转金 13.7 万元，10%配套周转金 27.8 万元，惠及全

县 26个乡镇。

第四招：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培植主体财源。

1992 年在继续稳步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县财政局还

以发展“绿色企业”、“高税源”基地为主，狠抓主体财源

建设。共投放资金 350 万元，扶持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

47 家，重点建设 50 亩以上果园、渔场等农林特产基地

80 个。

第五招：加强替代财源建设。为转变服务职能，增

加事业单位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县财政局决定今年将

对水利局、水产局、林木供销公司等有创收能力的事业

单位逐步实现“两个过渡”，即全额向差额、差额向自收

自支过渡，抓好替代财源建设。

第六招：县乡财源建设两个层次一起抓。一是适时

指导乡镇级财源建设，建立乡级金库，完善各种制度。

二是对县直骨干企业在资金扶持上注重盘活存量与增

量，抓好回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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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邳县官湖镇财政所把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作

为基层“财源建设”的重点来抓，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作

为“摆脱财政困境”的有效途径。针对全镇企业摊子大、

底子薄的状况，近年来积极参与调整企业发展规划，使

企业在提高中得以适度发展。这个所紧紧围绕“投入”

和“服务”作文章，自 1987年以来，多渠道筹措间歇资金

75 万元，在财政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调度

资金 315 万元，帮助 73家镇、村企业在提高中实现了自

我发展。

镇肉类冷冻加工厂于 1988 年建厂，由于产品不对

路，形成大量积压，以致连年亏损，负债达 80万元。镇财

政所通过大量市场调查后果断提出：要瞄准市场调整产

品，坚决停产不受欢迎的低效白条肉，转向加工在国际

市场走俏的肉兔产品。他们及时扶持资金 32.5 万元，支

持企业上马一条肉兔生产线，并制订内部管理措施，将

效益目标进一步落实到车间、班组，实行包任务、包质

量、包成本。肉兔产品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产值利税逐

年递增，1991 年实现产值 516 万元，税利 25 万元，创汇

80 万美元。该厂由一个亏损企业一跃成为全镇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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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湖镇财政所在适时提供资金，为企业输血的同

时，还在政策、信息方面提供服务，指导企业用足用活各

项政策。近两年他们从大量信息中精选出有价值信息 7

条提供给企业，使面粉、缫丝、农机、铸造等 7 家企业开

创了新局面，登上了新台阶。镇农机铸造厂，1989 年生

产的农用脱粒机积压 110台，镇财政所与厂方一起深入

用户调查，得出产品积压的原因并非质量问题，而是宣

传不够。财政所一方面帮助企业制定 1991 年生产计划，

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分别在山东、安徽等

地主持召开了产品订货会，使上年积压和本年生产的

600台农用脱粒机销售一空，当年实现产值 110万元，

税利 11万元。

为使企业管理上水平，官湖镇财政所积极支持企业

培养人才和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1988 年以来先后

从本镇高中毕业生中择优选拔和重点培养 400 多人充

实到企业中去，发挥了技术骨干作用。财政所 1990年与

徐州科研单位挂钩，帮助镇面粉厂改造设备引进新技

术，优化加工工序，仅此一项就可节电 70%，为企业节

约成本 1万余元。

目前，官湖镇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 73 家，“栽桑

——养蚕——缫丝——织绢”、“养兔——收购——加工

——出口”、“桐木收购——木器加工——出口木器”三

条配套成龙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建成，形成了以农副产

品换汇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

简讯遵义地区地直公 费医疗

管理改革初见成效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直公费医疗管理改革办法是在

1991 年 7 月出台的。改革办法的基本内容是：保证职工

基本医疗保健的前提下，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部分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节约部分按一定比例奖

励个人。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成效。1991

年 7 月至 12月份，共支出公费医疗经费 103.2 万元，比

上半年减少支出 24.8万元，下降了 19%，人均节支 31

元，单位超额负担 1.83 万元，个人超额负担 2.08万元，

个人定额内节余奖励 14.5万元。基本上控制了公费医

疗经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初步达到了节俭经费、减少浪

费的目的，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王红旭）

县乡财政
财政所代征零散

税收效果好

华 桐

零散税收是依法征收的小额、零星税收，主要包括

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个人收入调

节税、乡镇企业奖金税和农 村集贸市场、村办企业或联

户办企业、农村私营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的税收等，具

有税源零星分散，数额小，点多面广，时间性强，流动性

大，纳税对象不固定，征收难度大，容易流失等特点。它

对全国宏观经济影响小，但在县、乡财政收入中占有相

当的比重，与乡镇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密切相关。

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零散税收税源

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县、乡财政增加收入不可忽视的潜

在财力。在乡镇财政实行包干后，乡镇政府更加重视农

村零散税收的征管。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乡镇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的要求，江西省从 1989 年起就把 11 个农村零散税种划

为地方税收，以 1988 年实际收入为基数，超收的全部留

给县、市，以调动地方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的积极性。然

而，由于基层税务所是按经济区划设置，一个税务所一

般负责几个乡镇的税收征管工作，征管力量不足，农村

税收跑、冒、滴、漏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江西省有

些县、乡对农村零散税收的征管进行大胆探索，以不同

形式对零散税收实行代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经过

县、市政府决定，由税务机关正式委托财政所代征的，如

余干县的洪家咀等 20 个乡镇、靖安县的双溪镇、新余市

的渝水区所属乡镇；二是未正式办理委托代征手续，而

是由基层税务所委托财政所干部代征的；三是属于协税

性质，只催款，不开票，或者只是配合税务干部进行清理

检查税收，这样做的较为普遍，其中搞得好的有万安、上

饶等县。

财政所代征农村零散税收的具体做法是：

确定代征范围。财政所代征农村税收的范围为屠

宰税、牲畜交易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和农村集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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