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液氨产量。为缓解资金矛 盾，经 多 方 努

力，使技改贷款提前全部到位，促使技改项目

提早完工投产。
3 、配合企业，强化内部管理。他们积极

配合企业扎实开展以节能降耗为重点的 “双增

双节” 活动，制定创 “安全、优质、高产、低

耗” 的方案，层层分解各项指标，定期考核奖

评，激发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劳动热情。全年

节约消耗36.7万元，压缩费用10.1万元，修旧利

废4.8万元。同时，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的基础管

理工作。蹲点人员驻厂后，主动协同财会人员

完善有关管理制度，健全各种基础资料，按规

范要求整理凭证、帐册、报表，促进会计工作

达标升级。下半年还组织有关人员到外地参观

学习，研究确定试行内部银行和目标责任成本

的内部管理模式，经过近三个月的试行，收到

明显成效。
4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协调关系。他们

始终把为企业办实事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协调

有关部门落实化肥生产的优惠政策；协调工商

关系，提出增设五个销售网点；研究处理设备

质量问题，及时解决制约生产的难点，保证了

生产稳定发展。
在蹲点过程中，该局坚持领导带队，人员

落实，定期轮换。蹲点人员按期向局领导请示

汇报工作，报送有关记录卡，季度、年度书面

汇报工作小结，坚持和职工同学习、同工作、

同劳动、自觉遵守厂纪厂规。不论严寒酷署，

还是大风暴雨，都按时上下班，并保持清廉，

从不在企业吃饭，不叫企业代买物资，不搞特

殊优惠，不享受企业津贴福利，不增加企业负

担，从而保证蹲点工作的实际效果。

企业财务

四川达县地区财政局

为搞活企业办实事

浦永富  杨晓舫

去年以来，四川省达县地区财政局在市场

疲软、流通不畅、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生产难

以为继的严重形势下，直接 “介入” 企业的产

销活动，为发展经济办了几件实事：

一、为企业筹集生产资金

一年来他们多方想法，共筹集 了 3 000 多

万 元 资 金，重 点支持了31户骨干企业发展生

产。
二、研究制定搞活经营、搞活流通的政策

1990年，达县地区工业生产形势严峻。到

6 月末，全区工业产成品资金已经高达2.58亿
元，比上年同期上升82.1 %，相当一批企业处

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达县

地区财政局组织几个工作组深入到13个县市的

30多个企业，直接与厂长（经理）以及供销人

员座谈，查库看帐，分析产销形势 和 市 场 行

情。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在库存积压产品

中，真正属于货不对路的只是 少 数。而 一 些

名、优、特产，如渠江火柴、曾获部优称号的

渠县广柑酒、红桔酒等产品一方面市场很难见

到，另一方面仓库中却积压甚多。这些产品销

不出去，主要是流通渠道不通，其具体原因有

三条：一是没有鼓励产销合作推销地方工业品

的政策，一些采购人员在省外灵活的销售政策

吸引下舍近求远；二是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没

人去协调；三是工商企业互不通气。症结找到

了，他们立即着手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企业

协作，强化购销，搞活资金有关财务问题的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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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对工商企业联合开拓市场、推销产

品以及供销人员推销地方产品规定了若干条优

惠措施。这个规定 7 月份出台后即收到了明显

的效果，8 月份全区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达到1.3

亿元，比 7 月份增长了9.2%。
三、主办商品购销洽谈协调会

7 月下旬，达县地区财政局邀请了41户工

商企业的厂 长、经理及一大批供销人员来参加

由他们举办的商品购销洽谈协调会。协调会一

开始，财政局局长作动员，重申有 关 政 策 措

施。洽谈过程中，财政局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

穿梭来往做工作，协调各类问题。这个协调会

共签订销售合同和达成意向性协议83项，金额

9 174 万 元，其 中：正式销售合同43项，金额

4 740万 元。
四、直接为企业牵线搭桥当 “红娘”

达县地区财政局在搞活经济中成功地扮演

了 “红娘”的角色。达县地区丝绸厂成品积压

300多万元，同时，地区百货站丝绸商品十分走

俏。于是，地区财政局立即把双方领导和供销

人员请到一起洽谈协调，当面看货，百货站当

即接受80万元销售任务，双方还签订了为期一

年的供销合同。达县地区钢铁厂炼焦，每年有

1 万多吨焦粉，由于要价高卖 不 出 去，既 浪

费，又污染环境；近在咫尺的渠江钢铁厂生产

水泥需要焦粉，但不能接受地区钢 铁 厂 的 价

格，舍近求远到重庆运无烟煤，白白损失了运

费，又加剧了交通紧张的矛盾。地区财政局把

两家找到一起，苦口婆心做工作，使双方都作

了些让步，达成了长期合作的协议，得到了好

处。其中，仅渠钢每年节约的运费就超过 7 万

元。

企业财务
减少企业违纪现象应以预防为主、治本为主

朱晓敏湖北省黄岗行署财政局

在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 价 大 检 查

中，我们发现有些企业在违纪被罚后，一是不

按规定入帐，将罚款支出 列入成本，形成再次

违纪；二是在支付罚款后，对检查部门责成其

纠正的违纪事项不及时调帐处理，依然我行我

素。如某中央企业1989年被审计查出在成本中

列支人民银行罚款400元、以修代建费 5 万元及

不按规定自行浮动工资等违纪 事 实，被 罚 款

800 元。该 企业在支付审计罚款后，不但没有

将审计结论中的违纪事项及时调帐纠正，还将

应在企业留利中列支的5 800 元审计罚款 列 入

营业外支出。
关于罚款支出的财务处理，《国营企业成

本管理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应在企业留利

中开支的各项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不得列入成本。然而企业为何有章不循，屡错

屡犯，对检查部门的处理决定置之不理呢？通

过调查了解，我们发现主要原因是：

（一）一些企业的法纪观念淡薄，财会人

员政策水平低，有关制度不熟悉。据部分财会

人员反映，有些单位领导对财务工 作 重 视 不

够，有关财会政策、法规，单位很少组织财会

人员学习、交流，也较少提供资料自学。由于

政策界限不清，不能准确地划分合法与违法，
形成帐目处理上的差错。也有个别领导授意，
财会人员不能按规定做帐务处理。

（二）检查部门对企业违纪问题是否纠正

缺乏再监督。检查部门往往对被查企业的违纪

问题，一次性罚款了事，而不再过问企业是否

调帐纠正。还有一些企业心存不了了之的侥幸

心理，企图拖一天算一天，有关部门不再追问

就不调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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