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严重，助长了不正 之风。实行财政统管后，强化了

财政对预算外资金收支活动的监控，使一些不合理开

支得到有效控 制。今年 以来，全县 减少不合理开支

29.2万元，有效地推 动了廉政 建设，密 切了 干群关

系。

几点体会

1、实行统管必须统一认识。实行 预算外资金财政

统一管理，部门花钱有了约束，一些主 管部门领导难

免思想有顾虑。这就要求乡镇政府领导和有关 部门必

须克服本位思想，把思想统一到综合 财政 观点上来，

从而为统管实施奠定基 础。

2、实行统管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预算 外资 金 财

政统管，困难 多，矛盾 大，推行中 难免 出现 反复现

象。但只要县乡两级政府注意加强领导，工作就容易

推开。永清县各乡镇都成立了预算外资金领导小组，

乡镇长挂帅任 组长，主管 副乡 镇长 直 接抓。领导重

视，保证了这一工作的顺利开 展。

3、要管好用活必须严格制度。过去，预算外资金

使用分散，多头管理，支出无度。现在由财政统一管

理，有些部门难免不适应，也会出现新的矛盾。要切

实管好预算外资金，必须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做

到有章必循。如不严格，统管就会流于形式，成为单

纯的数字统计、帐面 管理。

4、要正确处理“管”与 “活”的关系。实行预算

外资金统一 管理，目的在 于加 强财政 监督、堵塞漏

洞、合理使用，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要

达此目的，就要正确处理 “ 管”与 “活”的关系。在

工作中，既要按规定统一管理，又要坚持所 有权和使

用权不变，对部门的合理开支给予 保证，以调动部门

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既要充分利用预算 外资金的 “时

间差”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又要保证预

算外资金按时归位和合 理流动，力求管而不死，活而

不乱。把握住这一环节、就会使预算外资金真正成为

预算内资金的必要补充。在目前财政信 贷 “双紧”的

形势下这一点尤为 重要。

简讯 昌平县财政局扶持落后猪场见成效

为发展规模养猪，尽快提高后进猪场的经 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北京市昌平县政府制定了帮 助后进猪场

改变落后面貌的措施，实行包点帮促。县财政局主动

承担了帮助流村乡新村规模猪场发展生猪 生产，改变

落后状况的任务，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流村乡新村规模猪场，自1988年建场以 来，因管

理不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差，是全县规模猪

场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猪场的问题，县财政局

农财科的同志多次下场，对该场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

研究，具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行 之有效的

措施，帮助其改变落后面貌。

1.做好村领导班子的思想工作，增强他们对搞好

规模猪场的决心和信心。县财政局与流村乡新村主要

领导共同座谈，分析当前的生猪生产和市场形势以及

养猪事业的前景，申明国家对规模猪场的支持和给予

的优惠待遇。同时还介绍了 县 先 进 养猪场的管理方

法和科学喂养技术及经济效益等情况。从而提高了该

村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增强了对养好猪的决心和信

心。

2.抓猪场领导班子建设，做到责、权、利分明。

根据新村猪场的情况，县财政局协助该村调 整了猪场

的领导班子，并帮助该场制定了严格的岗 位 责任制和

规章制度，从场长到饲养员都定职、定 责、定利，使经济

效益和个人利益挂上了钩，调 动 了 大 家的积极性。

3.抓好资金收入，注意合理使用。新村猪场要发

展还必须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县财政局借给

猪场11万元周转金，并要求猪场单独设帐，做到资金

专款专用。其中 3 万元用于 重 建430平方米毁坏的猪

舍， 8万元用于购买饲料、 种猪和仔猪，使 有限的资

金发挥了较好的效益。

4.制定生产目标，以实际行动搞好服 务。为使新

村猪场尽快赶上全县规模猪场的平均发展水平，县财

政局帮助该场制定了1990年的生产目标。为实 现这一

目标，县财政局的同志多方联系，并 两次去天津蓟县

帮助引进仔猪300多头。为防止猪场 疫 情发 生，他们

帮助该场向保险公司投保，同时修建了一个消毒室，

并对每个饲养员实行了严格的卫生责任制，还主 动与

乡兽医站联系，促使双方签定了防疫合同，保证了牲

猪的健康生长。经过半年来的努力，该猪场已交售商

品猪250头，现存栏500多头，该猪场即将在短时间内

赶上全县先进规模猪场水平。

（许克仲  刘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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