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着 “精干、 高效” 的 方向发展。（ 6）配备村级财

政员，健全农村财政网络，这是乡级财政 发展的 努力

方向。（ 7）发展财政信用，开拓新的 理财领域。（ 8）

建立以财政所为核心的乡级审计机构，加强财 政监督

职能，治理农村经济环境，整顿农村经济 秩序。（ 9）

改革农村税制、加强稽征管理，利 用财税杠杆， 促进

农村产业、 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生产的发 展。与之

相适应， 乡财政问题的研讨也应围绕这 几方面的 内容

进行。 那么，如何把今后一个阶段乡级财 政发展问题

的研讨活动引向 深入 呢？

首先，各级财政部门的领导同志 要重视乡级财政

发展问题的研讨工作。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是搞好工作

的关键。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包括乡级 财政部

门的负责同志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真正 把乡级财政发

展问题的研讨 摆上位子，提上日 程。

其次，开 展乡级财政发展问题的研讨活动，必须

充分发挥基层理论研究骨干的作用。广大农村财政干

部处在实际工作的最前列，掌握第一手资料，感性认

识和实践经验丰富。因此，应当特别注意鼓励和调动

广大乡级财政人员研究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只有动

员和组织好这部分力量，充 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

使乡级财政发展问题的研讨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 同

时又可以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 工作能 力 ，

培养起一批精明的农村财政力量。

第三，坚持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搞好乡级财政

发展问题研讨工作。在具体研究活动中，要本着 “创

新、求实”的工作精神，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这是搞好乡级财政发展问题研讨的关键一环。科研 课

题的选择要能切中时弊，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 作用。

这就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依据党的 农村经 济政

策，抓住实际工作中主要问题，深入调查和探 讨。只

有这样， 才能使理论研究更好地 为实际工作服务，才

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才能 激 发 广大 农 村工 作者的兴

趣，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关 注和 重视，并得到有关部

门的配合和支持。

乡财政发
挥
乡
财
政
职
能
作
用 

 
为
发
展
乡
镇
经
济
和
事
业
服
务

王
振
东 

 

李
雪
荣

张家口市宣化县姚家

坊乡财政所担负着全乡预

算内、 预算外、自筹资金

的管理及使用，并负责监

督、 检查、指导乡镇企业

财务管理。自1986年 1 月

建所以来，他们对全乡的

所有资金实行财政统管，

改变了过去那种各口都管

钱，财力分 散 的 局 面。

1988年这个乡预算内收入

达到66.7万元， 比1986年

增长61 %。1987年这个乡

财政所被列入县级第一批

会计达标单位。他们连续

两年被评为县财政系统先

进单位，曾多次受到市财

政局的通报表扬。

一、 健全各项制度，

加强基础工作。他们从建

所的第一天起，就把加强

财政所各项基础工作，建

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为

首要任务去抓。根据《 河

北省乡财政管理条例》 的

有关规定，他们首先建立

了《 财务统管 的 十 项 规

定》、《 现金管理条例》 、

《 财产物资管理制度》 、

《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

《 廉政建设制度》 等。严

格审核原始凭证，按会计

制度规定设置 了 各 种 帐

簿，统管了计生站、电管站、企 业管理站、文化站、

敬老院的财务收支，按单位的资金性质另设帐簿，进

行单独核算。这样做底数清楚，便于及时掌握各单位

的资金动态，为领导决策及指导工作及时提供了可靠

依据。

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坚持长计划，短安排，定期

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不论是部门工作，还是中心任

务，他们既有明确 分工又有合作，较好地完成了领导

交给的各项工 作。

二、发挥自身职能，支持乡镇企业发 展。他 们把

为乡镇企业服务做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帮助企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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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解难。

（一）为企业投资，扩大企业生产，增加收入。

他们重点支持骨干企业，先后为乡暖气片厂 投资 11.3
万元，使这个原来只有20万元产值的小厂 ， 1 989年扩

大到年产值800万元的大厂 ， 成为全 省同 行业的 佼 佼

者，产品畅销省内外。乡运输队原来仅有一 辆汽车，

年收入不足万元， 1986年以来，他 们 给 运 输队 投资

25万元， 购买大小汽车13辆，使其固定资产达到36万

元 ， 三年创收66万元，实现利 润21 万元，成为一支初

具规模的汽车运输队。从 1986年建所到 1989 年 三 年

来 ， 这 个 所 共 给乡 6 个企业投资 4 1.7万元，创产值

792万元，实现利润62.7万元， 为国家增 加了财 政 收

入， 也发展了全 乡经 济事业。

（二）加强企 业财务 管理， 积极培养财会人员。

在当前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困 难的状况下，他们本着抓

管理， 促效益，扶优限 劣 ， 保 证重点的原则，积极帮

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先后帮助企业建立了

现金管理制度， 财产物资出 入库制度，职工劳保福利

制度，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度，分车间计件工资

制度等。使企业干部、 职工目标明确，责任清楚，人

人都受到制度的约束，同时，又调动了 干部职工的积

极性。乡暖气片厂由于制度健全，措施得力，1987年

实现产值200万元，1 988年增加到 400万元，1989年达

到800万元，连年翻番。针对乡办企 业财会人员 更 换

频繁，帐目混乱的问题，他们给财会人员购买了财会

书刊，定期对乡村会计进行业务培训，到 1989年三年

共培训财会人员56名。对有的单位财会人员工作忙没

时间参加培训的，他们就到单位进行辅导。乡 清河电

器门市部，财会人员业务不熟，开张一个多月单 据却

一张未记，盈亏不清， 他们得知此情况后，每 天往 返

40多里路到门市部帮助记帐，按正规的 商业会计 记帐

方法清理登记了全部单据，结清了所有帐目。他们还

对全乡几户帐目混乱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清理，并 对一

些不懂管理，任人唯亲，财会人员素质低， 管理混乱

的乡办企业，采取了加强财务管理的 措施。1988年姚

家坊乡乡办企业总产值达到2 704 万元，实 现利 润246

万元。为这个乡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

三、积极组织收入，努力完成各项 财政任务。姚

家坊乡财政所在乡党政领导的 支持下，努力探索聚财

之道，与税务部门同心协力，财政收 入持 续 稳 定 增

长。建所初期的1986年财政收 入完成41.6万元，1988

年增长到66.7万元，增长60%。1 989年，头 8 个月就

完成了全年工商税收任务。他们一是在乡建立了税收

小组，由税务所派二名同志和乡雇用的一名协税员组

成，负责全乡的工商税征管工作。二是建立责任制，

制定税收奖惩办法。三是建章建制，在纳税日 对零散

税收定点集中收缴。四是建立台帐，摸 清底 码，他们

对全乡12个自然村，5 020 户的农业税任 务分解到户，

从建立台帐抓起，把各农户承包土地和负担的税 额逐

户登记，以村造册，及早下 村征收。

四、合理安排支出，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在财政

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利用预 算外 资金的时间

差和闲散资金进行周转，保证了每月人员经费的按时

发放。同时加强支出管理，对差旅费实行限额，每人

每月最多不能超出 4 天，超天数不予报销。对预算外

资金和集体资金实行开支一支笔审批，凡100元 以下

开支由财政所掌握，100元-400元开支由乡 长和财政

所长协商审批，400元以上的由乡长办公会议审定。对

专项开支由申请用款单位写出书面申请和开 支用 途金

额，交财政所审查后方予开 支。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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