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入或缓期申报新的投资建设项目。

二是分类排队，主攻难点。从1989年开始，我们

市财政部门对历年投放的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情况及用

款单位的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进行了具体分析，划分

了四大类：（ 1）企业经营有方，经济效益好，有还款

能力的；（ 2 ）企业经营不善，资金周转慢，不能按

期还款的；（ 3 ）企业经营亏损，帐面出现红字，没

有偿还能力的；（ 4 ）厂垮人散，债务不 清，无法回

收的。按照排队情况，从去年初开始，我们市财政部

门采取既抱“西瓜”又捡“芝麻”，主攻借款大户，

带动左邻右舍的回收措施，对大额还款单位进行重点

催收，经常抓回收进度；对小额还款单位，采取“挤”

的办法，从易处着手，在难处上突破，既帮企业促产

增收，又抓到期周 转金 的 回收上 解。采取 这一措施

后，当年全市有89%的乡镇财政所提前完成了全年周

转金回收任务。
三是责任到人，奖惩挂钩。我们市财政部门在周

转金的回收工作中，以健 全 约束 机制来促进回收。

（ 1）实行目标责任制。市局首先确定全年全市回收

总额目标，然后分解或确定各县（市）、区全年完成

回收数和上解数。（ 2）实行岗位责任制。采取市局

包县，县局包所，财政所包点的分片 包干 办法，层层

落实回收人员、回收任务和回收时间。（ 3）实行监

督责任制。在坚持下管一级的原则下，一级抓一级，

层层用劲，层层回收，并且采取行政、经济、法律三

管齐下的管理手段，确保各级任务的完成。

农业税征管

大力强化农税“征管查”工作

湖北省大悟县财政局

我县农税机构是1988年设立的。几年来，我们坚

持以全面创优为目标，念好“征管查”三字 经，扎扎

实实抓基础工作的建设，不断改进征管办法，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农业税做到连续三年完成任务，名列全

省前茅， 耕地占用税做到无漏欠，农林特产税三年翻

两番。特别是1990年，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

用税（以下简称“三税”）总额突破千万元大关，比

1989年总额翻了一番。

一、抓好 “三个基础”。为了 优化农税征管，我

们狠抓了三个基础工作的建设。一是政策宣传。为了

使广大纳税对象了解税收政策、遵守税法，我们广泛

开展了农税政策宣传，采用有线广 播、电视、 幻灯、

宣传册、 墙报、 固定标语牌和宣传栏等形式，在群众

集中地和主要街道、 路口、 村庄广 为宣传。同时，我

们还将农税政策和任务指标向群众公开，既使群众了

解政策实质，又能接受群众监督，促使农税政策的正

确执行。二是征管制度建设。根据国 家农税政策、结

合我县实际，我们对农业“三 税”的征与管，制定了

一系列的具体征管办法和制度，并以县政府的 名义下

发文件，全县统一执行。三是农税干 部队伍建设。 几

年来，我们选拔、配备了一批精干的农税 专管 员和助

征员，采取培训、竞赛、树标兵三种办法，先后举办

农税业务培训班 4 期，参加 人数达150余 人 次；举办

农税知识有奖竞赛、 考试两次，参加人数200多人 次；

开展“劳动竞赛”一次；树标兵10个，并先后将他们

的事迹通报全县，有的还在省、 地刊物上刊登，掀起

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通过上述活动，提高

了广大农税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有效地

促进了工作。

二、搞好 “三个结合”。1、常年征收与突击结算相

结合。首先，对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实行常年征

收。根据农林特产的不同生产销售季节，年初按品种

分户 进行测算，任 务下达到组，由村组按季分户代征

农村特产税。对耕 地占 用 税，实行“随批地、 随征

收”的办法，征收耕地占用税与征用耕地同步进行。

其次，对农业税，实行突击征收。针对我县粮食作物

为稻麦两熟，小麦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五分之二以

上， 农民每年小麦收割后，除留种子和少量的食用麦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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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外，全部销售的实际情况，加之农民有一季完成全

年完成农业税任务的习惯，我们在征收工作方面就积

极争取主动，每年 5 月底层层动员， 6 月份大打入库

结算的“歼灭仗”，一次完成全年征收任务。

2、抓大宗税与抓零星的漏欠税相结合。对税额较

大的大宗税，采取“成立专班、集中力量、清理检查，

重点督收”的办法，集中攻关，确保入 库。如1990年

对黄麦岭磷化公司占地应纳的500多万元耕地占用税，

我们就采取了由分局局长牵头，成立督收小组的办法

进行征收，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 动员、督促其工作，

使500多万元的税款金额收入国库。我们对 零星 的漏

欠税的征收办 法是，每年 将全县 农税专 管员 集中两

次，成立清理检查小组，对全县20个乡镇巡迥清理，

现场结算。这样做效果较好，如1989年，通过巡回检

查，仅耕 地占 用税 一项，就 清 理结算60多万元的税

款。

3、集中结算 和分 散缴款 相 结合。根据农业“三

税” 的不同特点，我们采取不同的 征收办法。对农业

税，采取“任务到组，结算到村”的办法，纳税通知

书分户下达，由村、 组长掌握，分户代征，然后以村

为单位集中与财政所结算。对耕地占 用税，采取分户

结算，按占地计划，先纳税后办证，单独结算入库。

对农林特产税，分三种情况征收。一是对大型国营农

场、林场、 茶场等财务管理比较健全的 地方，实行查

帐征收；二是对乡办、村办的小型场的征收，实行承

包，包死基数，一定三年不变；三是对农户的零星应

税品种，实行分散 缴款，由村 组 统一代 征，集 中结

算。

通过上述 “三个 结合”，我县 农 税 收入做 到了

“两个增长”，即征收入库数比上年大幅度增长、实

际完成数比年初计划有所增长。

三、坚持 “三个挂钩”。为了加强农税管理，加

快入库进度，我们狠抓了“三个挂钩”。一是与乡镇

利益挂钩。将农税征收入库金额、进度与乡镇的正常

经费拨款、 农业投入、乡镇有关干部的奖励工资等三

个方面挂在一起，实行按入库进度比例拨付经费，按

征收增长幅度安排农业开发资金收入 数量，按 完成任

务比例计发干部的奖励工资。1990年，县政府将农税

任务定入了乡（镇）长的百分考核责任制，与个人的

奖励工资挂钩，每月结算通报一次。通过上述 “三挂

钩”，提高了乡镇行政干部抓农业“三税”入库的责

任感和积极 性。每 到征收 季节，乡（镇）长 亲 自挂

帅，层层分片包干，明确责任，规定入 库时间，一些

行政干部住在村里，亲自上门督收结算，直到全面完

成任务。二是与农税干部的责任和利益挂钩，年初，

我们对农税干部制定了百分考核责任制，将农税征收

管理与农税干部的奖金、下乡补助、年终先进个人评

比、转正、定级、提拔等挂在一起，掀起了农税干部

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地争时间，抢速度的竞

赛热潮，全县出现了十几个乐于吃苦、廉 洁收 税、勤

于服务的先进农税员、 有五人受到了 省地财政部门的

表彰。同时，针对过去存在“白条”收税和农税员长

期将税款不入库的现象，我们 还重点将 农税 票 证管

理、结算制度订 入了百 分 考核 责任 制，实行“边开

票、边收款、边入库”，做到日清月结，票款同步。

三是与其它有关部门的财政拨款挂钩。农税征收入库

的好坏，与银行、粮食、 土地管理等部门配合息息相

关。为此，我们一方面注重主动上门协商工作，一方

面与部门的经费和其他财政拔款挂钩，有效地促进了

入库进度。如对耕地占用税，通过协商，制定了 土地

管理部门联合办公协定，实行 ，
“先纳税、后办证”，

对土地管理部门适当增拨业务经费，调动积极性，有

效地制约了偷漏欠税行为的发 生，减少财政工作量。

对农业税入库，我们与粮食部门的亏损补贴挂钩，促

使粮食部门优先兑付农业税款。通过 “三 挂钩”， 促

进了农税入库进度，做到了 票与款、 征收与入库两个

同步。

四、突出“三个重点”。涵 养 “两税 税源”。农

业生产的发展，是农业税收的源泉。我们从生产 第一

的观点出发，积极筹集资金，涵养 农业税 税源。我们

将每年的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等县级分 成收入，

按政策建立了土地开发建设基金，重点向 农业 生产倾

斜。为了使有限的资金用好用活，我们坚持 以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 农业科技推广应 用、农林特产生产三个

方面为重点，广泛开展资金，管理、信息三 个方面的服

务，涵养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两税”税源。 1990年，

我们共筹集资金170多万元用于发展 生 产。其中，投

资15万元用于粮食和林特产品病虫害防 治；投资35万

元，兴建多 种经 营基 地12个，面 积4 000亩；投资 5

万元，建吨粮村一个，年增加 粮 食产量100万斤；兴

建，改 造 农 副 产品加工企业、兴修 桥梁，塘堰等其

他投资40多万元。通过积极扶持农业生产的发展，一

方面，扩大了财源，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

加深了农税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感情， 促 进了 农税征收

任务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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