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企业多得的利润调减下来，以减少财政对

批发环节不合理的亏损补贴。
4.调整食品盈利 企 业 上 交财政收入的比

例。对技术改造基本完成的肉联厂实现的利润

交纳55% 所得税后，在保证企业第二步利改税

核定的合理留利水平的前提下，应由当地财政

部门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再加征一定比例的

调节税。

5.帮助食品企业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搞好

综合利用，努力创收，以盈补亏。有条件的食

品企业要积极开展 养殖、饲 料 加 工、饮食服

务、综合利用等多种经营项目，积极安排富余

人员；要积极提高产品质量，搞好肉类产品的

精加工、深加工；要搞好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变废为宝，增加收入。

农 业 财 务

适度倾斜  科学用 财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杨茂云

实行紧缩方针，调整产业结构，确保农业

升温，这是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在

紧缩财政的大气候下做到紧中求活，促进农村

经济稳步发展，湖北省襄樊市财政部门，在巧

用资金上动脑筋，在用活资金上做文章，在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上想办法，科学用财，适度倾

斜，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1989年，全市

预算内支农支 出达6 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75%；投放各项支农周转金2687.56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4.74%。
一、瞄准关键项目，扶持粮食生产稳固发

展。粮食生产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襄樊

市财政部门在扶持粮食生产过程中，紧紧把握

农业全局，以促进粮食增产丰收为中心，大力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他们一方面重视农业 “硬投入”，千方百计筹

集资金，大力支持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襄

樊市财政局在1989年财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
仍从机动财力中挤出250万元专款，支持全市63

处小农水项目的配套建设；各县（市）、区按

照不低于20% 的比例从县乡级机动财力中拿出

500多万元资金。狠抓旱改水工程项目的建设；

同时，各级财政部门灵活调度资金，确保上级

专款及时到位。1989年，省财政追加该市水利

专款638.2万元，都基本上做到按计划、按进度

下拨到水利建设项目。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
使冬春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在该市再度掀起。据

统计，1989年冬全市上劳力185.7万人次，投入

机械3.1万台，形成了 “冬闲不闲”，万众一心

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繁忙景象。截至1989年

12月底，全市改造各类低产田30万亩，新建和

加固小（二）型以上水库487座，新修、整修堰

塘3.3万个，新修、维修渠 道6 760多公里，可

新 增 灌 溉 面 积30万 亩，改 造 灌溉面积30万

亩。另 一 方 面 重视农业 “软投入”。过去，
襄樊 市 财 政 部门 在 支 农工 作 中，比 较重

视单纯生产 项 目 的 “硬 投 入”，忽 视投 资

少、影 响 面 广 的 科 技 推 广 项 目 的 “软 投

入”。1989年，他们在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三个转变：由过去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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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一般性扶持转向科技推广应用；由扶持

方法上的撒胡椒面转向重点倾斜；由支持对象

上的分散承包转向集团承包。从而加快了全市

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步伐。在支持农业科技推

广应用的过程中，他们首先支持了农村科技网

络的建立，主要抓了农业、畜牧、水产、土特

产四大科技服务网络体系建设。一年多来，该

市财政部门共拿 出资 金250多万元，先后扶持

县、乡、村共357个农技服务网点，进行科学试

验，开展综合服务。其次，鼓励科技人员开展

大面积的集团承包。1989年，襄樊市政府以襄

政发〔1989〕12号文件批转了市农牧局《关于推

行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的报告》。为落实这一

报告精神，财政部门会同农牧部门，先后两次

召开会议，帮助制订实 施办 法，确定 承包目

标、投资额度、签订合同等。从而，使全市出

现了以科技干部为骨干，以乡镇领导为纽带，
以农民技术员和集体兽医为依托的全方位农技

承包队伍。据统计，1989年全市各种承包集团

达230多个，参与技术承包的总人 数达5 440人，
其中，科技人 员1 140名，占 农技 干部总数的

65.8%，农民技 术员1 159人，集 体兽医2 825

人，乡镇干部446人，签订 承包合同85 438份，
承包农作 物面积 达 325万亩，比上年扩大1.4

倍，加快了承包形式由过去分散化承包走向行

政、技术、物资等综合性集团承包的步伐。第

三，把大面积小麦叶面喷磷当作一项常规措施

来抓。1989年，该市财政部门投放专项周转金

30余万元，重点支持了全市396万 亩小 麦叶面

喷肥，占小麦面积的78.9%，比上年同期扩大

36.5万亩。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力支持了杂交

稻制种4.2万亩，“吨粮田” 示范区89.7万亩，
“千元币” 收入田35万亩，配方施肥112万亩。
据测算，这些措施的推行，与普通种植比较，
使全市粮食总产量增产 1 亿公斤，农民增加收

入 5 000万元以上。第四，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单

位 “搞活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农业科研

及推广单位是传播农业科技的桥梁，连接科技

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纽带。1989年，在财

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襄樊市财政局一次性安

排19万元专款，帮助市农科所新购置较为先进

的检测设备、仪器，为科研成果的产生创造了

良好条件。此外，他 们 利用财政间隙资金127

万多元，大力支持了市种子公司、土肥站、植

保站微利经营良种100多万公斤，锌肥、硼肥等

化肥3 965 吨，农药250多吨。一年来，共盈利

55万元。这样既减轻了财政压力，又增强了农

业科技单位强化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巩固与开发并举，支持绿 色 企 业 发

展。绿色企业是指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发

展开发性的种植业，具有一定规模和企业化管

理的集体经济组织。襄樊市在70年代建立了大

量的多种经营基地，为绿色企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在有计划、有重点地兴建绿色企业的同

时，襄樊市财政部门把抓好现有企业的完善配

套，促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作为工作的重点。
根据国家经济调整政策，从1989年开始，他们

由过去重点扶持 乡镇 企业 向 扶持绿色企业转

变。1989年以来，按照该市梯级财源建设的总

体部署，全市财政部门拿出近1 000万 元专 项

周转金，大力支持绿色企业的巩固和发展。首

先，支持巩固了襄阳、枣阳、随州、老河口等

县（市）15万亩烟叶生产基地建设，为该市两

家烟厂的原材料来源 开 辟 了稳固 的渠道。其

次，支持有山区特色的茶叶、食用菌等传统特

产生产的发展。他们改革过去不合理的资金投

放方式，实行资金、物资、技术的优化配置，
根据生产规律，适时投放资金，取得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1989年初，他们抓住茶叶萌发期急

需追肥的时机，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安排30万元

专款，供销社 拨出3 146吨化肥，送到全市51个

骨干茶 场，使62 900亩投产茶园受益；他们还

拨出10万元资金帮助30个百亩以上的茶场购置

制茶设备45台（套），使制茶量与鲜叶量保持

同步。1989年，全市春茶产量达932.55吨，实

现收入1840.85万元，分 别 比上年增长15% 和

22.6%。再次，积 极 支 持 水果基地的巩固发

展。一年来，该市财政部门共投资150多万元，
支持有一定规模的绿色企业开垦柑桔、苹果、

枣、桃、梨等 种植面积5 000多亩，帮助购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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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万多公斤，种苗100多万株。
三、调整产业结构，支持重点乡镇企业发

展。在治理整顿的新形势下，襄樊市乡镇企业

面临资金紧张，能源不足，原材料短缺，市场

疲软等困难。为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襄樊市财政部门 做了 以 下 几项工

作：（1）调整产业结构。他们会同有关部门

对全市在建和准备兴建的项目 进 行了 全 面清

理，制止了乱铺摊子，乱上项目，对那些技术、

管理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的亏损企

业实行关停并转。据统计，全市已关闭亏损的

乡镇企业24个，停产67个，以优 带 劣转产126

个。同时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
实行倾斜政策，重点发展轻纺、建材、食品、

化工、机械等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保证资

金及时供给。1989年，该市财政部门为重点乡

镇企业安排技改资金677万元。（ 2）狠 抓 骨

干，确保重点。1989年，襄樊市财政局把产值

过千万元，提供财政收入达50万元的10个乡镇

的乡镇企业作为发展重点，共投入 资 金200万

元，对89个乡镇企业的91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扶

持，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的全面提

高。截止1989年底，这10个乡镇的乡镇企业共实

现产值39 104.66万元，利润2 209.64万元。上交

国家税金833.31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5% 、

6.6% 和15%。（3）抓好股份制试点。为了帮助

企业摆脱在资金、原材料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该市随州市财政部门从完善乡镇企业内部经营

责任制入手，引进风险、竞争机制，推行目标

效益管理，采取公开招标、投标招聘、风险抵

押、奖惩兑现等办法，在洛阳镇乡镇企业中开

展股份制试点。通过这一形式，多渠道筹集乡

镇企业发展基金14.5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乡镇企业资金紧缺的问题。由于采取了上述

措施，在1989年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
襄樊市乡镇企业仍实现产值330 000万元，利润

21 300万元，税收9 100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4.24%、4.24% 和11.40%。
四、明确扶贫目标，支持山区建设温饱工

程。南漳、谷城、保康三个山区县是襄樊市扶

贫工作的重点。在扶贫工作中，该市财政部门

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摸清情况，落实扶贫

对象。1989年初，该市财政部门派出10个调查组

共50多名财政干部，深入到各贫困村组进行调

查摸底，以此为基础，共确定村一级扶贫点65

个，做到了市、县、乡三级财政部门都有扶贫

点或扶贫任务。二是挖穷治本，增强造血功能。
襄樊市财政局在扶贫工作中采取两手抓：一手

抓粮食生产，投入资金 1 万元，帮助扶贫点兴

建成滚水坝 3 座、水渠 1 条，并投入资金 5 万

元帮助购买化肥30吨，小麦良种3.6万斤，解决

了三个贫困村146个特困户秋播 生 产下种用肥

的燃眉之急；另一手抓多种经营基地建设，他

们投入资金30万元，支持了1个中型食用菌场、

5 个火纸厂、1 个制 漆厂及6 000棚（筒）食用

菌的生产。三个山 区 县 财 政部门采取同样方

法，选择了30多个扶贫点，共投放 周 转金150

多万元，支持了50多个食用菌、茶叶、养牛、
养羊等脱贫致富项目的开发，增强了山区的造

血功能。三是修建公路，促进山区资源开发。
山区经济落后与水、电、路等关系极大，其中

路不通又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襄樊市财政局抓住这个紧迫问题，下拨扶持小

矿山、多种经营基地公路专款43万元，重点支

持三个山区 县 的 小煤 矿、磷矿、食用菌、茶

叶、水果等14条基地公路建设，为加速山区资源

开发，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围绕城市需求，支持城郊副食品基地

建设。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副食品供需矛盾

日趋突出。1989年，襄樊市财政局在支持副食

品基地建设上重点抓 了 三 个 环节。一是针对

“两淡” 狠抓蔬菜生产。他们组织市郊区有关

部门，采取播 期、品种、茬口、面 积“四衔

接”的方法，大搞间作套种，发展保温生产。
该市财政局拿出2.1万元资金，帮助兴建钢架大

棚43个，扩大保护地面积19.6亩，使黄瓜、蕃

茄、芹菜等10多种细菜每亩上市 量 达 到5 000

斤以上，从而缓解了春、秋两个淡季的蔬菜供

需矛盾。二是针对薄弱环节，狠抓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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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投放资金100万元，吸引菜 农 投入资金

180多万元，支持打机井81眼，兴建机房57个，
架设泵站 1 处，修 水 渠18条共2.7万米，新增

灌溉面积5 900 亩，改善了蔬菜生产 条 件，增

强了蔬菜基地自流灌溉和喷灌能力。1989年，
该市城郊蔬菜生产在多雨多虫害的情况下喜获

丰收，产量达16万吨，保证了市场供给。三是

针对需求，狠抓鱼、肉、蛋、奶 生 产 基 地建

设。他们投放45万元周转金，重点支持了市牛

奶场、余岗养殖场、王寨养鸡场、庞公渔场等

生产基地建设，兴建育雏室 2 个，购 种鸡18 500

只、种蛋24 700只、鱼苗55 000尾，改 造 饲养

设备12台套。与此同时，他们还拨出30万元资

金，支持各县（市）城郊副食品基地建设。

乡财政
乡级财政内部管理

实行“六统一”效果好

余吉荣

湖北省枝城市1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于 1987年

正式建立了乡级财政，建立初期，由于内部管理制度

不健全，加之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低，部分所出 现了不

按规定设立帐簿，总帐、明细 帐 互 为 混 用，帐户不

全，甚至用折子户代替银行存款户头，互相拉扯资金

等问题，致使乡级财政内部管理形成了“本本帐”、

“包包会计”。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 况，1988年初，

枝城市财政局通过调查，结合实践，制定了《 乡 级财

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试行办法》 ，使乡级财政内部管理

达到六统一：一是帐簿统一。即市财政向根据乡财政

的业务范围和工作量大小，按照科学严密、简明 实用

的原则，并分预算内、预算外和乡自筹三种设置。总

帐、明细帐、登记帐；按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 科目设立

核算帐户，使全市核算方法和核算口径统一。二是帐

户统一。根据帐簿的设置，各所均开设帐号一致的财

政拨款户，收入报解户，周转金发放、回收户和乡自

筹资金存缴户，用于核算财政拨款，预算内外收入 报

解，周转金的发放回收及乡自筹资金收支执行情况，

以保证专款专用，杜绝乱拉乱扯资金。三是拨款手 续

统一。不论预算内外、乡自筹、周转金及往来款项，

都必须使用市财政局统一制定的乡（镇）财政拨款支

付书。四是内部牵制制度统一。对专款、周转金、往

来款项由会计开出拨款通知书，经所长同意 签字后由

出纳办理拨款，以便领导掌握情况。五是内部结帐方

式统一。对平时所发生的各项业务凭证由出纳每月分

两次整理后，填制原始凭证，“出纳移交表”交总会

计做帐，杜绝了手续不清，责任不明，违背财经纪律

的现象发生，做到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六是票证管理方法统一。总会计负责各种票证的领取

及缴销，出纳负责对专管员的票证领缴，有效地防 止

了公私不分，挪用公款的现象，减少了票款不安全事

故的发生。

近两年的实践证明，对 乡 级 财 政内部管理实行
“六统一”效果明显：

其一、乡级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乡级财

政财务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推动了内部管理的规范

化、制度化。最近对枝城市乡级财政财务管理进行的

检查表明，全市13个乡财政总 预算 会计 工 作均全部

“达标”。

其二、乡级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真正发挥

出了其指导和监督的职能，内部牵制制度 更加明 确，

增强了会计人员 的 工 作 责任感。各所能及时做好记

帐、算帐和报帐工作，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便于财

务工作的检查和分析，有利于克服乱拉乱扯资金的现

象，同时也维护了财经纪律。如1978～1986年间曾 发

生过 2 名乡级财会人员提取几千元现金外逃的 事件。
近两年多来，特别是在前一段社会上高消费和贪 污挪

用不正之风盛行时，13个乡财政所没有一名财会人员

在这方面犯有错误。

其三、乡级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强 化了预

算管理，促进了财会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的提

高，市财政局定期下所检查辅导和督促乡预算会计认

真执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对少数业务较差的财会人员

进行重点辅导，帮助建制建帐和核算工作，并采取与

会代训等形式，按月将乡财政总预算会计集中一起，

对帐簿、凭证进行联审互评。经过努力，会计人员业

务素质明显提高，目前，乡财政财会人员都能胜任本

职工作，有的已成为业务“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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