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领导及审计、财务部门研究，制止了这一违纪

问题，为国家挽回损失近 10万元。

严格行使财务审批权限

帮助企业节约支出 40 万

1991 年 3 月，某市保险公司向黑龙江省中

企处申请批准购买 4 万件、价值 40 万元衬衣的

控购指标，所需资金拟用保险无赔付优待款支

付，用以奖励保户。经省中企处金融组认真审

查，认为这不符合财政部有关规定，资金来源也

不合理。经过耐心地做宣传解释工作，说服了企

业领导，该公司同意不再购置，节约资金 40 万

元。

建立大修理项目审批制度加强费用管理

辽宁省中央外贸企业财政驻厂员处，针对

有的中央外贸企业把一些属于更新改造和基本

建设项目的费用挤入大修理费用中列支的问

题，建立了大修理项目审批制度。要求企业必须

在每年年初编制年度大修理项目费用计划上报

该处，经驻厂员深入现场调查、核实后，由该处

统一研究批复。1991 年，企业共上报大修理项

目费用开支计划 804 万元，该处按有关制度规

定审核批复 394 万元，核减了 410 万元。既维护

了财经纪律，又压缩了企业不合理费用支出。

组织跨行业结对子 开展联审互查

为强化财政监督和企业内部审计，增强企

业财务自我约束机制，辽宁省抚顺中企组从

1991 年 1 月起，组织抚顺石化公司、抚顺矿务

局开展了跨行业结对子联审互查评比活动，取

得了一定效果。在组织联审工作中，由矿务局和

石化公司审计部门牵头，驻厂员参与组成联审

小组，按季对所属企业的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检

查。1991 年 2 季度，检查出矿务局所属 28 个单

位 1990年 4 季度至 1991 年上半年财务违纪金

额 2 236 万元，石化公司所属 4 户企业违纪 759

万元。开展跨行业结对子联审互查的做法，不仅

充分发挥了企业内部审计作用，还开辟了驻厂

员对大中型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新路子。

财务管理
选准主攻方向

  确定资金投 入
  鲁、苏、鄂财政

支农有新招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后，各地财政部

门结合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和全国农财工作会议

的要求，纷纷制订措施，搞好财政支农。

山东  山东省财政厅提出今年财政支农和

农财工作的目标是“五高”：深化改革高要求、工

作思路高起点、强化管理高水平、支农投入高幅

度、资金使用高效益。

围绕上述目标，他们确立了今年的工作重

点——做好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保

证财政收支平衡这篇文章，帮助农口事业单位

广开服务门路，大搞多种经营，逐步减少财政补

助。同时继续抓好粮食基地县及吨粮乡镇建设，

抓好 2 500 万亩荒山造林工程建设及 3 100 公

里海岸线以养殖海珍品为主的“海上山东”建

设，抓好南四湖、东平湖等内陆湖面的养殖开发

及高产高效农业的试验、示范、推广。

为保证目标的实施，山东省财政厅提出了

四个支持。一是支持改革，围绕深化农村改革，

支持省直农口行政管理部门探索兴办实体、转

变职能、开展创收、压缩支出；二是支持开发，即

继续做好黄淮海平原、黄河三角洲、世行贷款农

业项目、滩区、库区以及低产果树等开发工作；

三是支持水利建设，重点支持省内 15 条骨干河

道、32 座大型水库、136 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

固；四是支持农产品流通，采取倾斜政策，支持

西部地区农产品流通、加工、转化和增殖，提高

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促使东西部共同奔小康。

江苏  江苏省在“七五”期间努力增加农业

投入的基础上，提出九十年代要更多地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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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资金投入。一是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和预

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逐步增加，增长幅度高

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二是开拓疏通农业

发展基金筹集渠道，按政策规定筹足筹齐。三是

切实做好防洪保安资金筹集工作，省财政每年

增加水利基建投资 1 000 万元，市县财政要从

机动财力中拿出 2— 4%用于水利投入，确保治

理淮河、太湖工程的顺利进行。四是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财政信用。五是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

各项支农资金的宏观协调。

在资金安排上，江苏省财政厅本着统一规

划、突出重点、分批实施、注重效益的原则，一是

支持水利建设，主要用于治理淮河、太湖，用于

修复去年水毁工程以及流域性、区域性骨干工

程；二是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业

科技推广，继续支持 800多个乡镇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农机服务体系及苏南地区农村综合服务

站的建设；三是从资金和政策上继续支持贫困

地区发展经济；四是在稳定增产粮棉的基础上，

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

湖北  湖北省将对财政支农资金实行五个

倾斜：

一是向农田水利建设倾斜，重点支持因灾

毁损的农田水利设施，要加强水利资金的管理，

保证专款专用，并积极配合水利部门，引导农民

投工投劳。

二是向农业财源建设倾斜。积极开辟资金

渠道，开展产粮大县的财源建设，增加产量大县

的财政收入。同时，把村级经济发展纳入乡镇财

源建设的总体规划，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首先，

支持乡、村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兴办

集体企业，增加统一经营收入；其次要加强村级

财务管理，理顺村级财务关系，改变村级财务管

理混乱的状况；第三，引导农民和集体增加投

入，使村级经济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具体实施中，要切实按照“35730”目标，即使贫

困地区村在“八五”期间纯收入分别达到 3 万、5

万、7 万，乡一级财政收入达到 30 万元，从而使

村级经济得到明显改变。

三是向科技兴农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倾

斜。各级财政部门都选择出几个县、乡、村进行

试点工作
，
探索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途径。对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及重大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农

业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在资金上予以保证。

四是继续向农业综合开发倾斜。理顺关系，

使这项工作规范化地开展；搞好第二批开发区、

项目区的评估和论准；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开发

资金及时到位；加强基金和项目管理，加强老开

发区、项目区的检查验收工作，及时总结经验，
使新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用出更大的成效。

五是向城市副食品基地倾斜。省辖市的财

政支农投入，按照“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原

则，重点倾斜到城市副食品基地建设上来。省级

财政继续支持黄石、宜昌、十堰、襄樊的“菜篮

子”工程。

（本刊通讯员）

财务管理

山东省惠民地区

粮食企业扭亏增盈

成效显著

近年来，山东省惠民地区多方配合，狠抓粮

食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并积极解决挂帐问题，

取得了显著成效。1991 年，全区粮食系统经营

平价粮油的亏损比上年减亏 21%，盈利企业实

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2.8 倍。同时，做到当年粮食

财务不挂帐，并消化了历年挂帐 264 万元。他们

的主要做法是：

（一）全面推行粮食“盈亏统算，总额承包”

管理办法。结合 1990年粮食企业第二轮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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