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带来了致富的希望。1989年，全镇 木耳生产由过去

的500棚，发展到1.2万多棚，据 当 地供销部门有据可

查的资料表明，全年产木耳4.2万公斤，收入 达90余万

元，人平增加纯收入近百元。每当人们在清点收获时，

总是感激地说：多亏彭所长帮 助 我们 找 到 了 致富门

路。

煤炭资源丰富是马河的 一 大 优 势，但 在 建镇以

前，只有两家煤矿和少数个体煤窑，年产量不过 8 千

吨。1988年，彭志华了解到煤炭供不应求这个信息后，

及时建议镇委、镇政府抓 住 这个机遇，把发展煤炭生

产作为乡镇企业的支柱产业。镇里 采 纳了他的建议。

他 又赶到市、区财政局请示汇报，先后借 回 周转金36

万元，扶持煤炭生 产。镇 里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一

手抓现有企业的挖潜改造，一 手抓 新矿井、新产品的

开发，使年产煤达到14.4万吨，实现产值 770万元，创

利税50多万元。

依靠挖煤固然可在短期内致富，但 地下资源是不

可再生的，开采总有穷途 之日。将来怎么办？彭志华

脑中又闪出了一个新策略。他向镇领导提 出 了自己的

设想：“咱 们 马河有60% 的山连着漳河的水。有山有

水，树木之本。何不利 用 这 天然 条件，大力发展‘绿

色企业’”？ 镇里采纳 了这一关系到马 河 镇人民长远

利益的建议，发展起了以 柑桔为主的多种 经济作物生

产网络。现在，全镇已有 柑 桔 基 地 5 个，总 面 积达

2 000亩，还有 300亩桔橙，500亩山楂，100亩药材……

三年来，彭志华带领财政所 为群众排忧解难，给

企业献计献 策，替政府当 家 理财，使马河镇的各项经

济指标逐年递增，仅镇办企业1989 年 实 现 产值510万

元，是建镇时的2.5倍，财政收 入也由建镇时的20多万

元上升到1989年的86.4 万 元。正如 镇委书记所说的：

“马河镇白手起家，能够如 此兴旺，与 彭 志华这位财

神是分不开的。彭志华 当的 是 财政 所长，操的是镇长

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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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制定政策措施

力求尽快消灭县级 财政赤字

近几年，福建省的财政经济发展取 得 了 较 大成

绩，但县财政赤字问题还相当严重。到1989年底，全省

预算单位中有36%的县市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滚存赤

字达两亿元以上。巨额的财政赤字影响了县市经济发

展。赤字问题引起了省领导及各方面的重视。最近，

福建省财政厅召开了全省扭转财政赤字座谈会，省财

政厅拟从两个方面加强这项工作。

一是从政策、资金、体制上帮助赤字县扭转财政

赤字。过去省地市对赤字县都有过不少优惠的扶持政

策，如扶贫开发基金、提前使用补贴款、重点县周转

金等，这些政策继续执行。同时，省财政部门拟采取

几条扶持赤字县的新政策措施，例如，“八五”期间

每年继续安排一定数量的扶贫开发基金，其中，除划

出20% 用于教育和卫生等公益事业外，大部分用作贫

困县发展生产的周转金，如果本县投入效益差的，可

允许用于向外县投资。省在1993年内每 年再安排几千

万元周转金，重点用于赤字县短期周转。此外，还打

算从实际出发，继续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对少数

经济作物产区中由于客观变化，财源发生锐减，财政

负担加重，又未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以至后续财源没有

跟上的赤字县，适当给予调整基 数或体制分成照顾。

二是实行扭转财政赤字目标责任制。在对赤字县

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省财政厅与县市政府签订扭转

赤字的目标责任制，对能按协议要求时间和数额实现

扭转赤字的县及能提前实现扭转赤字的县，省财政给

一定奖励。此外，省政府还明确提出要把能否消灭和

减少财政赤字列为考核新一届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内

容之一。

（那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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