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支出。县政 府规定，将预 算外 资金 用于基 本建

设，10万元 以卞 的由县财 政局 与分管副县长研究审

批，10万元以上的由县财政局审核报县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批准。资金落实后，按基建程序报计委 审批。将

预算外资金用于购买专控商品，10万元以下的由县财

政局与分管副县长研究审批，10万元以上和购买小汽

车的，由县财政局审核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批准。

将预算外资金用于发放奖金，必须 按规定标准，并报

县财政局批准执行。五是定期互查评比。按季（或半

年一次）组织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 单位的财会人员进

行互查互审、百分考核 评比，对工作好的 财会人员给

予表彰奖励。泰县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已经显示出

较好效果。第一，控制了预算外支出。 1989年全县预

算外支出占预算外 收入的 百分 比比 上 年下降 6 %，

1990年又 比1989年下 降 4 %。第 二，利 用了 沉淀资

金。1990年该县利用预算外沉淀资金，发放各种财政

周转金670万元，支持了生产发展，缓解了资金矛盾。

第三，运用预算外资金进行社会财力的综合 平衡，从

多方面减轻了预算内负担，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作出

了贡献。

乡 财 政
支持综合开发  发展乡镇经济

郭元富  陶天典  刘明锋

湖北省南漳县峡口镇地处荆山之南，境内既有海

拔千米的高山，利于发展绿色企业；又有 海拔百米的

平川，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宜于农作物

生长。水利、 水能资源相当丰富，人口密集，交通发

达，是南漳、远安、 保 康三 县 的商品 集散地，素有

“小汉口”之称。

根据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峡口镇财政 所积

极为镇政府提建议、当参谋，协助镇政府结合实际，

在全镇范围内确立了 “以 科技为先导，高山狠抓猪、

耳、桑，低山大搞桔、渔、 粮，河边抓建材，立足资

源办工厂，纵横南（漳）、远（安）、保（康），争夺

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并根据这一思路发展乡镇

经济。

一、 利用山场优势开发绿色企业，高山栽桑，中

山植茶，低山种桔。先后投资50多万元发展柑桔，新

老面积现已达到10 000亩，受益面积已达7 000亩。1990

年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总产 达到200万斤，收入

170多万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6.4倍 和 9倍，桔农人

均产桔400斤，收入 300元，现已形成了 镇有一场，村

有一处，组有一片，户有一园的柑桔经济格局。发展

茶叶生产1 200亩，1990年产 茶6 000斤，收 入 5万多

元。改造发展桑园面积现已达到2 500亩，1990年 养蚕

2 300张纸，产茧14万斤，创 收60多万元。还利用荒山

秃岭发展了3 000亩龙须草和3 000亩林木，致使全 镇

绿色企业总面积达2.07万亩，年 创收入255万元，占农

业总收入的46%，每年提供积累80万元，提供税收20万

元，成为全镇发展快、后劲足、收 入高的常盛财源。
二. 利用资源优势发展乡镇企业。一是利用沙石

资源，办起了 6 个预制厂， 7 个石料厂，年创收入32

万元；二是利用黄土资源办砖瓦厂，1990年共生产红

砖500万块，实现产值35万元，利税 3 万元；三 是 利

用粮食资源办 酒厂，1990年共生产白 酒350吨，实现

产值85万元，利税 8万元；四是利用毛竹资源办火纸

厂，他们拿出1.2万元资金扶持办起了 5个厂，1990年

实现产值15万元，利税3.5万元；五是利用边际优势建

立了客运队，开通了峡口至南漳，襄樊的客运线路，

年客 运量达 3 万余人，从而结束了峡口人民乘车难的

历史，打通了 峡口经济建设的南通道。他们还千方百

计筹集资金 1 万 余元，支持小水电事业、 及时维修沟

渠、保证电机满负荷正常运转，满足人们生活及工 业

企业生产用电的需要。

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1990年，全镇企 业总个 数由1985年的500

个发展到875个，安排剩余劳动力 2 500人。 1990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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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值630万元，利 税98万元，分 别比1985年增长

2.7倍和 5倍，其中镇办企 业 7 家，实现产值200万元，

利税18.5万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 6 倍 和8.7倍。

三、重视科技开发，提高生产效率。一是建立科

技网络。按照镇政府科教、经 济、 社会综合发展规划

及实施方案，财政所千方百计 筹措资金，帮助成立了

科普协会，并 相应成立了 农技，柑桔、畜牧、蚕茧四个

学会，建议在全镇 19个村配 备专职科技副主任，建立

3 至 5人组成的科技领导小组。现 在全镇119个 村民

小组都配齐了 1 — 2 名农民技术员。为搞 好科 技导

向，他们又扶持了两个示范村、培养了100个科技示范

户，通过示范的引导作用，扩大科 技覆盖率。

二是引进推广科技。在水稻生产上，扶持“两杂”

制种，积极帮助推广 “三两栽培”及苞谷地膜覆盖等

技术，1990年水稻单产由1985年的1100斤上升到1 400

斤。在发展柑桔生产上，帮助引进不同的品种，培育

出橙类、 桔类、 柑类 3 个品种、 17个品类。其中 峡口

密桔在全市质量鉴评中获得第一 名。拿出资金 1 万余

元，帮助发展柑桔科研项目， “内膛腹接培优法”被

市县科委鉴定为绿色企业科研成果，列入了星火计划

项目。支持镇办酒厂引进推广甘酵母生产白酒的工业

生产技术，使白酒出酒率由过 去的28%上升到43%。

帮助砖瓦厂引进煤灰渗透法，使砖 瓦厂万砖 耗煤投资

由85元下降到65元，推广了牲猪的人工受精、快速育

肥等技术， 1990年牲猪人 工 配 种 量 达1 300头，覆盖

率达80%以上。

三是加强科技培训。几年来，财政所本着实际、

实用、实效”的原则，筹资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50

多期，参训群众达1.5万人次。还采 用请进来，送出去

的办法，培养了一大批土专 家、 土秀才。全镇有25人

获得了助理以上技术职称，65人取得了技术员职称，

5 500个农民分别掌握了一两门专业生产技术，占总 劳

力的70% ，户平1.5人。

四是着眼智力开 发， 提高 全民素质。他们把学前

教育、 初等教育、 普通教育、 职业 教 育 和 成人教育

有机地结合起来，重点 抓了 三个方面：（ 1）增加智

力投资，抓好基础教育。围绕镇 政府提出的 “向上面

争取扶一点， 发动群众集一点，向有关银行贷一点，

宣传、 倡议社会各方面捐一点”的筹集资金办法，抽

出专门人员积极筹措资金与财政资金 捆起来用，先后

筹集资金150万元， 新建了 1 所中学、 6 所小 学，并

建立了15个实验室， 3 栋办公楼和教学楼，全镇23个

中心小学1990年上级验收一次性 达标。解决了小学毕

业生升学难的问题，小 学 毕 业 生 升学率由1985年的

37%上升到1990年的90%。（ 2）支持成人教育，提

高劳动者素质。他们按照镇政府的统一安排，在财政

资金异常拮据的情况下，挤出资金5 000元，保证 “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扫盲等教育经费的需要，使全镇

农民的农技水平有 了普 遍提 高。（ 3）兴 办职业教

育，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一方面利用职业学校的小桔

园、小苗圃等十小实验基地，对毕业生进行农学、 林

特、 养殖等专业的 岗前培 训，培 养 出了一 代新型农

民。另一方面，对回乡学生进行跟踪教育管理，学校

和他们签定一年经济指标合同书，规定每个学生用所

学技术发展一个生产项目，创收入千元以上的发给中

学毕业证和实用技术培训结业证。职业中学还与 8 个

村的500多个农户实行横向 联 合，义 务提 供技 术服

务。

在峡口镇财政所的全力支持下，1990年峡口镇的

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镇工农业 总产值 达1 650万

元，比1985年增长了50.5%，粮油总产分别比1985年

增长19%和33%，财政收入实现74万元，比1985年增

长2.5倍，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简讯·书讯
书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

（1990年 1 月—1990年12月）

即 将出 版

财政部条法司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法规

汇编》 （1990年 1 月—1990年12月）将由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汇编共收入1990年度 新发布

的财政法规95个，内容包括预算管理、税收、国有资

产管理、企业财务、行政事业财务、基本建设财务、

会计管理和财政法制建设 8 类。本书每册定价8.20元
（含邮资），欲购者请与中 国 财 政 经济出版社联系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大佛寺东街 8号；邮政编码：

100010；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 四分理处；

帐号：461198—41）。

（孙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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