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灾救灾

采取增收节支措施  做好灾后财政工作

张炳贤  吕万大  陈义才

江苏盐城市财政局针对洪涝灾害对财政的

影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狠抓灾后财政工作。

1.大力支持生产自救，巩固和稳定财源。该

市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定不移地从政策、

资金、管理等方面大力支持生产自救，搞活大中

型企业。为扩销促产，抗灾自救，积极鼓励国营

商业部门收购当地产品。为巩固和稳定财源，该

市财政部门帮助企业继续推行厂内银行和会计

工作达标升级，切实抓好双增双节指标的落实

和奖惩兑现，把节能降耗、减本增利工作落到实

处；进一步分解和刚化扭亏增盈的具体指标，努

力完成承包任务；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和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实施《会计法》的通知精

神，支持会计人员履行职责，依法办事。

2.执行政策，区别对待，积极组织财政收

入。该市坚持正确执行国家财税政策，区别对

待，做到该收的收，该减的减，该缓的缓，该免的

免。要求未受灾的地区和企业勇挑重担，按时足

额地交纳税款，并多做贡献；受灾较轻的地区和

企业，尽力做到灾年不减少上交财政收入；重灾

的地区和企业，要采取措施，挖掘潜力，组织生

产自救，尽量减少短收。各级财税部门把收入任

务按项目具体分解、落实到乡镇和企业，并重点

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抓好利税大户。采取倾斜政

策，组织力量蹲点帮促，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

产、经营中碰到的难题。在生产发展、流通扩大

的基础上，督促企业及时足额地交纳各种税款

和应交款项。二是抓紧个体和零散小税征收工

作，积少成多，以小补大。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

展个体税收专项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该补税的

要补税，该罚款的要罚款。同时抓好契税、车船

使用税、自行车牌照税等小税的征收工作，把应

该入库的收入全部征收入库。三是整顿批发市

场，抓好批发环节营业税的征收，把流失的税款

补征入库。四是针对企业的不同情况，清理拖欠

税利，防止产生新欠。五是找差距，挖潜力，突出

工作重点，狠抓薄弱环节。

3.按照救灾渡荒要求，千方百计压缩各种

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坚持量财办事，过

紧日子，以救灾为中心，以保工资和正常维持经

费为重点，把其他一切可以压缩的支出压下来。

一是重新审查年初预算。凡原安排的项目经费

没有形成支出的，要暂停或调剂用于救灾。二是

对行政事业单位因灾增加的房屋设备维修费、

公务费等，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尽量在预算指

标内解决。凡有预算外收入和自有资金的行政

事业单位，都要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三是各

项专款要服从救灾，统筹使用。四是强化包干意

识，大力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特别要从严控制邮

电费、会议费、各种表彰活动开支和车辆维修费

及燃料费。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召开的会议，要讲

求实效，缩短时间，压缩人员，严格按照规定标

准开支。对各种表彰活动严格审批程序，控制规

模、等级和开支标准。对行政事业单位包括企业

单位的社会集团消费，尤其是购置性的集团消

费，原则上停止审批。冻结机构、编制、车辆和人

员津贴、补贴，严禁滥发奖金、实物。继续坚持小

汽车定点维修制度，大修车辆必须经过鉴定，编

制预算报经批准后送定点厂维修。

4.精心组织资金调度，努力保证必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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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第一，确保各项财政收入及时入库，严

禁截留财政收入。各基层单位交纳的税款要一

步入库，征收机关不得设立过渡户；经收处的日

余额不得超过规定限额，县（市、区）国库要做到

逐日划解。第二，预算拨款坚持按预算、按进度

分批勤拨的办法，并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以保

证工资的正常发放。第三，在用好预算内资金的

同时，管好用活预算外资金。对大量分散的预算

外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进行合理调度，必要时借调用于必保的维持性

支出。第四，清理财政收支，杜绝预算之外的垫

付。已经垫付的要认真进行清理，及时收回。今

后，必须严格按预算办事，不得随意挪用财政资

金。

5.加强调查研究，把灾后财政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他们深入基层重点对四个方面进行调

查。1.抓紧对重灾农户受灾情况进行调查，为正

确执行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减免政策提供依据；

2.调查受灾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农牧企

业灾害损失和抗灾支出，为准确进行财务处理

做好准备；3.调查行政事业单位抗洪救灾支出

和自救能力，为恰当安排救灾经费提供依据；4.

调查粮食企业受灾损失、排涝经费和修缮费，为

上级制定政策提供基础资料。

抗灾救灾抗洪救灾中的几朵浪花
—— 江苏省高邮市乡镇财政干部奋力抗灾典型事迹采撷

顾 敏  孙圣平  丁 煊  李仁昌

江苏省高邮市地处里下河地区，今年入梅

以来，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据初步统

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 11 亿多元，是一个重

灾区。面对这场特大洪涝灾害，乡镇财政所人员

和广大干群并肩战斗，奋力抗洪排涝，尽心尽

职，做了大量的工作，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

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场

6 月 29 日以后，暴雨骤泻，灾情急转，洪涝

夹击古城高邮。面对严峻的汛情，广大乡镇财政

所干部主动向当地党政领导请战，立即从组织

财政收入的岗位上奔赴抗洪排涝第一线，全力

为民排忧解难，全市各所除一人值班，其余人员

全都投入夜以继日的抗灾战斗，其中参加保圩

保厂的有 97 人，负责转移安置、后勤服务的有

60多人，自觉服从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一

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加抢险突击队，日夜巡

逻在圩堤上，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是战场。龙奔

乡财政所所长徐国宝深知该乡三新村地势低

洼，险情严重，主动向乡政府请战，参加红旗桥、

弯弓圩两处保坝，吃住在坝头，十多天没睡过一

个好觉，脚泡烂了，人消瘦了，仍坚持战斗在坝

头，水涨坝头高，终于保住了坝头。界首镇财政

所总预算会计赵新甫在巡逻中发现利民圩堤决

口的险情，一面大声呼叫抢险，一面奋不顾身跳

入水中，和前来抢险的人群筑起一道人堤，经过

紧张的抢险战斗，堵住了决口。一些年老体弱的

同志也不甘示弱，自觉递上一份份请战书，迈进

抗洪排涝的主战场。菱塘回族乡财政所所长杨

同兴是位年过六旬的老“财政”，面临险情不退

阵，几次向乡党委请战到抗洪排涝第一线，党委

负责同志知道他的犟脾气，答应他的请求，并委

以圩口副段长的重担。生姜无愧老来辣，杨同兴

在防洪排涝中值班巡逻，指挥加圩，掌握汛情，

动员迁移，为保住大圩、为保住人民生命财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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