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形式。在10月或11月终了，按乡财政实现的收入，

按进度计算出超收数额和应分配数额，以追加指标的

形式补助给乡财政，乡财政作为预算内的补助收入，

及时安排支出。12月中旬旬报出来以后，加上下旬的

预计收入再搞一次预分配。进行两次分配和预分配之

后，在正常情况下，已接近准确，基本上可以 做为办

理财政决算的依据。如果年终有较大的政策性变动，
欠分配或超分配数额超过允许误差的部分，可作为决

算遗留问题在决算中 注明，次年 进行处理。

乡财政
乡镇财政切块管理的

做法和效果

袁仲明  单坤刚  施 飞

1989年初，江苏省东台市财政局试行由农财股对

乡（镇）财政业务工作归口统一管理，简称“切块管

理”。具体做法有 “五个 统一”：

一、统一预决算管理。乡（镇）财政预决算的编

制与审查，统一由市财政局农财股根据上级财政有关

规定要求和市财政预决算的编报口径，负责布置、审

定和汇编。

二、统一拨款管理。市、乡两级财政拨款，在未

设立乡（镇）国库的情况下，由农财股根据各 乡（镇）

财政的收入进度和正常支出的需要，加上季节性的用

款，按月办理拨款，并负责登记上下级往来明细帐。

市财政内部拨款由农财股在农行开设专户，按月向预

算股编制拨款计划，预算股视库 款情况，一次或分期

拨给农财股。年终由农财股统一与各乡（镇）财政核

对指标、清理往来、结算帐目，汇 总后与市财政局预

算股结算。

三、统一指标管理。市财政年初总预算 安排及年

中调整追加的支出指标，凡涉及到乡（镇）的部分，

由预算股切块到农财股分解下达；对上级下达给市财

政的综合性补助指标，其中应补助乡（镇）财政的部

分，亦由预算股划给农财股分解下达。

四、统一财务管理。（一）对乡镇财政的内部财

务管理：一是由农财股负责按月公布和分析乡镇财政

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二是各乡镇财政所明 确一名行财

员，重点抓教育、卫 生、民政、行 政四 项经 费的管

理，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三是建立正常

的财务互查分析制度。东台市财政局农财股将30个乡

镇划为 5 个片，每季以片集中活 动 1 — 2 次，检查分

析，总结交流。四是以农财股牵头，预算、行财股配

合，抽调乡财政业务骨干组成巡回检查组，常年在乡

镇进行检查指导，具体帮助 搞好财 务管理和 会 计核

算。市农财股还配合审计部门，每年对部分乡镇的财

政决算进行审计。（二）对乡镇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

理：一是由农财股按月汇总乡镇企业财务报表的有关

内容，分析研究，指导工作。二是明确企财员的职责

范围，建立乡镇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台帐，按月记载考

核，及时向领导提供情况。三是积极推进 事业单位财

务改革，拓展乡（镇）财政管理的新路子，以充分发

挥乡（镇）财政的整体服务 功 能。四 是 配合 有关部

门，搞好乡镇企事业单位 财务人员队伍的培训。在财

政监督和财务审计上，市、乡财政明确兼职财政监督

员，结成财政监督网络，完善了审计制度，促进了乡

（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五、统一汇编报表。乡（镇）财政归口统一管理

后，乡镇财政的各种会计报表只报一份给 农财股，再

由农财股分门别类地 汇总，分别于每月初向预算、行

财股各报送一份乡（镇）财政收 支快报；每 季终了向

预算股报送一份季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5 、 8 、11

月终了，农财股牵头，行财、 预算股参加，共同分析

乡（镇）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汇 总乡（镇）财政

报表，再分别向上级财政 部 门 对 口科室报送 报表、

提供情况。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证明，乡财政工作 切块管理有

下列好处：

一、切块管理加强了市财政局对乡级财政的领导

和管理。市财政局农财股利用了解、熟悉农村情况这

一优势，把农税征管、支农促产和乡财政工作有机地

结合起来，统筹计划，制定措施，分期实施，讲究实

效，使乡财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二、切块管理，不仅减轻了其 他股室的工作量，使

他们能腾出精力抓好全县的财政工作，也减轻了乡财

政的压力，避免了以前多头对下时的重复劳动，使乡财

政可以集中精力抓乡镇的支农促产和增收节支工作。

三、切块管理促进了乡财政建设和发展。切块管

理后，东台市财政局农财股把乡财政工作放在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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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一是在乡财政体制上完善了 “收入递增包

干”办法，极大地调动了乡镇增收的积极性。1989年，

东台市乡级财政收入达5 565.7万元，比1988年 增长了

17.8% ；收入超200万元的乡镇增加 到12个。二是狠

抓财务基础工作和队伍建设。整顿了乡财政内部财务

管理，创建良好的乡财政工作秩序。在队伍建设上，

吸收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乡（镇）财政所，改善人员

结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干部，对每年新分配

的干部都要进行上岗培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

三是制定了乡财政主要岗位职责和乡财政主要工作目

标考评办法，加强乡财政工作的 计划性和目标性，增强

了工作责任感和使 命感，提高 了工作质 量和 工作效

率。四是开展双文明竞赛活动，评 选产生文明财政所

和文明财政干部。这些 活动的 开展，使乡级财政面貌

为之一新，工作秩序井然。

简讯·书讯

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帮助 中央企业算好 “十五 笔帐”

财政部驻辽宁省沈阳市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组，

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帮助中央企业改善

经营管理，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他们认真总结几年来

的工作经验，要求驻厂员帮助企业算好“十五笔 帐”，

狠挖增收节支潜力。这15笔帐是：1.分析原材料、能

源消耗，算超损耗帐。2.分析“跑、冒、滴、漏”，

算物料、能源节约帐。3.分析装卸、运输，算重复作

业、转载、空运损失帐。4.分析产品质量，算降低等

级、超重、超标准损失帐。5.分析人力使用情况，算

窝工浪费帐。6.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算有无 增加利润

帐。7.分析流动资金占用，算资金周转利息帐。8.分
析企业劳 务 外 包、外 协支出，算企业自行承 担节约

帐。9.分析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能力，算调整产品结

构增收帐。10.分析企业横向 联合网点，算联营增收

帐。11.分析原材料采购 价格，算比价采购节约帐。

12.分析企业技术改造潜力和技改措施，算技改效益

帐。13。分析新产品开发能力，算增加新产品效益帐。

14.分析企业亏损产品，算扭亏帐。15.分析企业 “两

费”支出 算压缩费用帐。通过算“十五笔帐”，驻

厂员做到了帮有方向，取得了较好效果。如他们帮助

沈阳机车车辆厂算破坏性拆车和完整性拆车的经济效

益帐，全年节约支出182万元。1990年沈阳市中企组共

帮助驻沈阳中央企业节约支出12 233万元。

（胡桂春）

乡财政对乡镇财政实行

分线管理 几点经验

樊放军

湖南省南县建立乡镇财政已经 6 年了，1985年到

1989年，这 5 年间县财政局对 乡镇 财 政实行“一股

（农税股）牵头，各股配合”的管理。5年的实践表

明，这种管理办法弊病很多，牵头的牵不住，配合的

合不拢。

1989年底，南县财政局召开了10个乡镇财政所所

长参加的研讨会，总结建立乡镇财政 5 年来的经验，

探讨乡镇财政的管理模式。1990年南县财政局对乡财

政实行了“分线管理”的办法。着重解决一级抓一级，
一线抓一线的问题。所谓一级抓一级，就是局长抓所

长，所长抓所干部。所谓一线抓一线，就是在局党组

分管局长的统一 领导下，各股室按业务分工直接下

去，即预算股管乡镇财政所预算总会计，行财股管乡

镇机关单位会计，农税股管农税专管员，农财股管企

财专管员，财政所干部也按分工直接与有关股室进行

业务联系。

经过一年的实践，分线管理办 法有 以 下几点好

处：一是加强了职能股室的工作职责，有利于调动方

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 创造性。改分线管 理以

来，业务股室深入基层的多了，业务活 动开展多了，
发现和培养的典型多了。1990年共办各类业务培训班

5 期，每期15天，调审赛帐 4 次，测试 5 次，召开现

场会 4 次，促进了乡财政干部业务素质和办事效率的

提高。二是各所、股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一线抓一

线，增强了股与股，所与所之间平等竞争的意识。三

是形成了上下合力，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一级抓一级，一线抓一线，所长全面管理与股室分线

管理形成了一股合力。四是理顺了股、所关系，加强

了业务联系，融洽了上层与基层的感情，有利于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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