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属无价证券，如管理不善，也会造成损失。为 了加强

管理，我们统一规定：区财政所票证由农税专职干部保

管；乡财政所票证由总会计负责管理。为保证票证的安

全，全县还统一安排经费制做了票证专柜。

四 、统一领收缴销制度，明确奖惩规定。使 用票证

时，先由财政所出纳员向总会计领取，农业税征收人 员

再向出纳员领取。征收人员征收税款后与出纳 员办理

票证缴销结算手续，出纳员再与总会计完善票款结报登

记。对票证管理严密，结报 手册健全的，给予适当奖励，

通报表扬；对丢失和损毁票证的责任人，除视其损失大

小和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外，并进行通报批评。

五、重点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年初，我们将票

证管理检查纳入工作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区乡财政

所进行重点抽查。检查内容：①票证领收缴销和结报登

记制度是否健全；②清点库存票证，看帐实是否相符；③

票证的使用和填开是否符合要求；④审核票款是否一

致，有无贪污挪用税款等不法行为。去年县财政局对双

江区农业税收征管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由于 1989 年

以前票证管理不严，制度不健全，移交手续不完善等原

因，全区四个乡镇财政所共损失票证 940份。鉴于是在

《四川省云阳县区乡财政所票证管理制度》下达之前丢

失和损毁的，本着“过去从宽，以后从严”的原则，县财政

局决定免予经济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通报批

评。

农业税征管
我们是怎样抓好农业税干部队伍建设的

沈阳市财政局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农业

税收征管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遇到 了一些新的问

题：一是农业税收已由单一的农业税，发展到农业税、农

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四个税种；二是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税收征管对象发生了很大变

化，纳税人由过去的生产队变成了千家万户；三是纳税

方式也由过去秋季征收变成了常年征收。农业税收任

务加大了，工作难度增加了。为了在这一新形势下做好

农业税收征管工作，我们把加强农业税干部队伍建设当

成一件大事来抓。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工作，已取得 一定

的成绩，并初步建立了一支政治思想好，政策业务精，工

作作风硬，能够胜任征管工作的农业税干部队伍，为全

面地完成全市农业税收征管任务做出了贡献。三年来，

我市累计完成农业四种税收15 482.1万元，连续三年超

额完成了农业“四税”收入任务。1988 年被财政部评为

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先进单位；1989 年被辽宁省财政

厅评为农业“四税”征管工作先进单位；1990 年农业税

征收管理处被市局评为先进集体。几年来，我们在加强

农业税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健全征收机构，配齐农业税干部。自 1 988 年全

国财税系统人事工作会议后，1988、1989 两年全国两次

分配我市农业税专项事业编制 252 名。编制下达后，我

们及时与市编委、市人事局等有关部门协商建立健全

市、县（区）、乡（镇）三级农业税征收机构，以及招收录用

和选调农业税干部等问题。市财政局于 1988 年 7 月成

立了农业税征收管理处，定编 13 人。县（区）财政局也相

继成立了农业税科（股），定编 8— 10 人，5 个城区财政

局成立了契税征收办公室，各定编 2 名；乡镇财政所

106 个，每个所农业税专管员定编 2人。全市共定编 286

人，其中：市级 13 人，县（区）级 61 人，乡（镇）212 人。各

级机构和编制确定后，我们根据人事部和财政部文件精

神，集中力量抓了招收录用工作。1988 年，我们与人事

部门多次协商，确定对全市县（区）财政局和乡（镇）财政

所现有在岗的合同制和临时驻征员全部进行考试（考语

文、数学、政治和农业税业务知识），凡考分达到标准的，

全部录用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参加考试的 220 人，成绩

及格被录用的为 1 02 人，录取率为 5 1.5%；录用人数占

国家分配给我市增编指标 1 40 人的 72.8%。1989 年，国

家第二次分配我市农业税专项编制 1 12 人，在各级政府

支持和有关部门协助下，较快地配齐了人员。其干部来

源一是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二是军队转业干部；三是从

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选调。截至 1990 年 6 月末，市、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区）、乡（镇）三级农业税干部专项编制全部配齐，正式

国家干部占 95%以上。被录用的人员，都能安心农税工

作，努力钻研业务，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

二、抓好培训，提高农业税干部政治、业务素质。近

年来，由于大部分农业税干部是新录用的人员，相当一

部分干部业务生疏，缺乏实践，工作很不适应。对此，我

们下大力气狠抓了干部培训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多层次培训。市和县（区）两级财政部门设置

专人，层层抓。市财政部门每年组织 1— 2 次县（区）业务

骨干培训，重点学习农业税收有关政策、法规和专业基

础知识等，使他们比较系统地掌握农业税税法和征收管

理知识。县（区）财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重点培训

新上岗的征收人员，使其尽快地熟悉专业知识，掌握具

体征管办法。

（二）多形式培训。主要采取 3 种形式：一是岗前培

训。1990年初，我们与市行政干部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

为期 3 个月的岗前集中培训，新录用的 102 名农业税干

部较系统地学习了国家机关干部应具备的条件、应熟悉

的税收政策以及有关的基本业务知识。经过这次培训，

使他们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各县

（区）财政局也对新调入的农业税干部进行了岗前培训。

二是短期轮训。各县（区）财政部门结合各时期的工作

任务，本着小型、就地、短期、多样、实用的原则，有计划

地对基层乡镇财政所农业税干部进行轮训。新民、辽

中、东陵、新城子等县（区）都采取了短期轮训和以会代

训及现场观摩等办法，按照农业税岗位责任制规定的工

作范围，组织综合培训和分税种单项培训。一般每年集

中 1 — 2 次，每次 5— 10 天，聘请有专业知识、有工作经

验的同志讲解农业税收法规和业务知识。这种培训办

法，灵活方便，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效果很好。三是脱

产进修和提倡自学。几年来，我们通过选送部分农业税

干部到高等院校进修学习，参加自学考试等形式，使我

市农业税干部的文化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大专以上

学历的有 48 名，占全市农税干部总数的 17.7% ；高中、

中专学历的有 193 名，占 71.7% ；未达到高中文化程度

的仅有 35 名，占 10.6%。总之，经过各种形式的业务培

训，全市农业税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

高，基本 上达到“三懂”、“三会”，即懂税收政策、懂征收

管理、懂业务技术；会计算税款、会填写税票、会征收解

报。

三、坚持两手抓，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前几年，由于

忽视抓思想政治教育，整天“埋头收税”，曾发生过几起

贪占税款和随意减免税收，以及收“人情税”等案件。我

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强化制约机制，建立与健全规

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入手，实行工作目标管理。苏家屯

区八一镇财政所结合创建精神文明财政所活动，推行了

以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好、完成任务好、团结协作好、

作风纪律好为内容的
百

百分考核评比办法。这个财政所

由于狠抓了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各项税收任务的完

成。 1 990 年，农业税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名列全市第

一名；农林特产税、契税均超额完成了区下达的收入计

划；耕地占用税入库率达百分之百。这个财政所的税收

工作连续几年被省、市、区财政部门授予先进集体。几

年来，我们围绕农业税征管工作，注意发现、总结、推广

先进典型。坚持开展评比竞赛、表彰先进活动，表彰方

式分综合表彰和单项表彰两种，这已形成制度。三年

来，我们先后 4 次召开全市性的现场经验交流会和表彰

大会。通过上述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业税干部争

创一流工作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税收征管工作

的开展。在抓两个文明建设中，我们坚持对农业税干部

进行廉政教育和风容风纪检查，做到“警钟常鸣”，常抓

不懈。为了加强制度约束，市局制定了财政税收干部廉

政“十条规定”。由于狠抓了廉政和遵纪守法教育，广大

农业税干部自觉地坚持文明收税，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近年来，没有发生基层农业税干部违法违纪问题。

四 、改善征收条件，努力帮助农业税干部解决实际

困难。我们把关心农业税干部的生活，看作是政治思想

工作的组成部分，对干部不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求

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我们按照上级文件的规

定并参照有关部门的福利待遇，合理发放奖励工资、岗

位津贴和劳保用品，并帮助基层农业税干部解决生活上

的实际困难。辽中县长滩乡一名农税干部，在工作中一

贯坚持原则，秉公收税，得罪了一些人。当他退休后不

久，几百捆玉米秆被坏人放火烧掉。我们得知情况后，

同辽中县财政局领导一起前去看望，并发给他临时困难

补助，使这名农税干部深受感动，在全市农业税干部中

也引起了很大反响。1990年春节前夕，市局农业税处同

志驱车百里以外，对从事农业税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身

体患病的同志和遭受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同志，进

行走访、慰问，并及时解决了他们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使他们感受到组织上的热情关怀。此外，我们还组织农

业税干部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由于抓好

了这些方面的工作，使 干部消除了后顾之忧，激发了工

作热情，从而稳定和加强了这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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