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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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