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的办法；二是对行政事业合一的单位，实

行“总额包干” 的办法；三是对差额预算管理

的事业单位实行“核定收支，差额补贴” 的办

法。实行经费包干。增强了财 政 工 作的透明

度，调动了单位当家理财的积极性。目前不少

单位又将包干经费分解到科室、下属单位，变

单位包干为全员包干，效果很好。
（三）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延安地

区对上级分配的社会集团购买力指标实行“指

标 管 理 ”，将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部门

和单位。明确要求县（市）部门要严格执行，

不得突破。对专项控制商品实行定期审批，定

点供货。同时，对销售环节实施监督管理。由

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这几年社会集团购买力都

没有突破省下达的指标。1989年还节约了20%。
（四）改进会议费管理办法。一是对大型

会议，即地委、行署召开的工作会议、计划会

议，县里召开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

实行专项审批制度，由主办单位编造预算，财

政部门严格审核后，报主管专员、县长审定。
二是对小型、业务性会议费，在年初核定预算

时，一律列入各单位经费 包 干 范围，不另给

钱。对几个单位联合召开的会议，其经费由各

单位分摊解决，财政也不单批预算。这样，既

减少了审批手续，又调动了各单位节约会议费

的积极性。
（五）严格控制拨款。预算拨款是财政支

出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延安地区

坚持以下四点：（ 1）对预算内安排的支出，
在拨款顺序上分别轻重缓急，先拨工资、价格

补贴等必保支出，后拨其它支出，防止挪用或

留下硬缺口。（ 2 ）对未经批 准 的 计 划外支

出，坚决不予拨款，也不予借款。（ 3）对当

年的超收一般不用于安排新的支出，必须动用

时严格按程序申报。（ 4 ）对基本建设等专款，
严格按工程进度拨款。

三、依靠自身力量，增强经济建设后劲

多年来，党和国家对延安人民十分关心，
从财力，物力上给了很大支持，特别是老区援建

资金对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加快主导产业开发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延安地委、行署

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干部群众，不依赖国家，
靠自身的力量增强经济建设后劲。党的三中全

会以来，全区投入农田基建、种草、种树、修

路架桥等方面的劳动总量达1.2亿个工日，新修

农田74万亩，配套恢复水地14万亩，改造地方

公路3 300公里。在工业方面，“六五” 以来，
用于四大主导产业为主的重点技改、基建项目

的总投资3.3亿元，除国家、省补 助3 006万元以

外，其余90% 多的资金是 靠 地、县 和 企业自

筹、银行贷款解决的。延安地区有部分县十分

困难，1989年地区财政为解决部分县发工资有

困难的问题，就拿出了1 060万元。这些自力更

生的措施，对延安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实现财政

收支平衡起到重要作用。

青年园地

财 务 工 作 者 的 赞 歌
王田瑄

是富者，过手资金百万；

又是贫者，不取一分一文。

是有情，待人热忱周到；

又是无情，铁面 无私认真。

是 “法官” ，财经法规 为准；

又是百姓，帐 表上默 默耕耘。

是先锋，兵 马未行粮草到；

又是后勤，精心筹措保供应。

是平凡，被人理 解心 情怡；

更是伟 大，刚正 不阿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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