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就是把生产工艺基本相同，产品 用途基 本一致的同

行企业组成一个群体，建立专业性公 司，协调和组织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专业公司的主要 职责是进行产、

供、销方面的系列化服务，特别是帮助厂家提高产品

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成安县的建筑建

材企业集团即属此种类型。前两年，为了解决剩余劳

力的出路问题，建筑建材这一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成安

县得到了迅速发展，专业公 司、乡 村 建筑队，预制

件、天花板、磨石板、水泥、砖瓦生产等 企业相继出

现。去年，县政府通过 协调，成 立了县建筑总公司和

建筑业协会，把建筑建材各企业纳为会员，使建筑建

材企业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企业集团。集团 成员企业之

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治理整顿中，银根收紧，

基建规模压缩，建筑市场竞争激烈，成安县的建筑建

材业依靠集团优势，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1989年

收入达5 000多万元。

第三种类型：“紧密型”的 企业集团。在系列生

产中，一个企业的产品是下一个企 业的原料，而下一

个企业的产品又是再下一个企业的原料， 他 们之间有

一种“食物链”关系。成安县利用这 种 “食物链” 关

系，把系列生产中的各企业联系起来，组成 “紧 密型”

的企业集团。该县的棉布系列深加工企业集团即属这

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小集镇型”（或称 “综 合型”）

企业集团。即以小集镇为中心，利用小集镇水、 电、

路等设施齐备的优势，将除已纳入上述三种类型集团

以外的乡镇企业组织起来，形成群体规模，联成集团。

近一年多来，成安县已组建了以成安、商城、李 家疃

三镇为中心的三个“小集镇型”企业集团。

成安县组建乡镇企业集团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妨

看看以下数字。1989年，全县乡镇企业完 成产 值27 771

万元，实现利润3 662万 元，上交税金494万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了44% 、24.6% 和51.5%。1990年 1 至 4

月份完成产值8 860万元，实 现利 润1 243万 元，上交

税金144万元，分别比1988年同期增长65.2% 、54.6%
和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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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贫困面貌

蔡向群

河曲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

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是全国贫困县 之一。为尽

快改变贫困面貌，河曲县政府根据本地自然 条件，把

小流域综合治理作为摆脱贫困的 突破口，要求农、林、

水、科技、 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把支农资金、 扶贫

资金、支农贷款、农业基地建设投资、群众自筹资金

等集中起来，捆起来使用， 大搞小流域治理。经过几

年的努力，治理面积 达81 万 亩，占 全 县土地面积的

52%，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做 到了土不下山，水

不出沟。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

益，农林牧渔得到了全面发展。1989年，全县林草覆

盖率达到33%，粮食 产量40 668吨，人均收入384元，

分别比1986年提高了 1 倍， 增长了 10% 、75%，提前

两年越过了温饱线。

1.加强组织领导。河曲县专门成立了由计委、农

委、科委、 农、林、水、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组成的农业资金协调小组，县长担任组 长，人大、政

协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每年年初召开会议，

要求各有关部门汇报当年支农扶贫资金来源、数额、

投向，以便按照治理规划组织协同，统筹安排。

2.明确使用原则。为保证各种支农扶贫资金专款

专用，充分发挥各自效益和整体效益，河曲县制定了

集中使用各 项支 农 扶 贫资 金的原则，即：“统一规

划，统筹安排，渠道不乱，性质不变，相对集中，配

套使用，确保效益”。根据这一原则，在不改变资金

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种支农扶贫资金集中投入到治理

规划范围内，以利于成片治理，发挥 资金的整体效益。

3.部门相互配合。实行支农扶贫资金集中使用办

法后， 河曲县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强资金的使用

管理，改变了以往发展目标不一、 相互扯皮，资 金使

用上分兵把口、各行其事的状 况，管好用活了资金。

如：1989年该县水利部门水土保持费只 有30多万元，

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当年完成治 理面积4.7万 亩。水

利、农业、林业部门相互配合，将水土保持费、发展

粮食、水果、造林等项资金结合起来使用，完成治理

面积 6 万亩，超额30%完成了上级主管部门下 达的治

理任务。同时，水土保持治理面积的扩大，为农、林、

牧等部门发展生产创造了条 件，节省了 投资， 扩大了

效 益。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农业财务
	集中使用资金  改变贫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