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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卢龙县现有20

个乡，6 个镇。随着乡镇规

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

展，乡镇自有资金大量增

加， 乡镇 政 府 聚 财、理

财、用财的任 务 日 益 扩

大。但是，由于制度不健

全，乡镇自有资金乱发滥

用、收支混乱的现象十分

普遍。这不仅影响了资金

的使用效率， 制约了商品

经济的发展，而且助长了

不正之风，损害了乡镇政

府的声誉，加剧了干群之

间的矛盾。为了清理、整

顿乡镇财务， 县委、县政

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加强思想引导工作，

使广大干部认识到：认真

清理整顿乡镇财务，是增

强乡镇政府聚财、理财功

能的 重 要 前 提；是治理

整顿乡村经济环境的突破

口：是加强乡镇政府廉政

建设的关节点；是增强农

业投入、发展乡、村企业

的重要环节， 为全县乡镇

财务的清理整顿工作，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1988年11月开始，

卢龙县委、县政府集中人

力，制定具体措施， 利用

五个月时间，分五步， 一

步一步地展开了乡镇财务

的清理、整顿工作。第一

步， 加强 领 导，建 立 组

织。县委成立了以县委常

委、纪检委书记为组长、

一名副县长为副组长，县

委农经部、财政局、监察

局、审计局等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清理整顿乡镇财

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

县乡镇财务清理整顿工作

的协调和 指导。各乡镇也成立了由乡 镇 长、经委 主

任、 农经员参加的领导班子，负责本乡镇的财务清理

工作。第二步，认真试点，摸索经验。根 据乡镇财务

情况复杂， 自有资金管理混乱的情况，县农经部和财

政局抽调八 名熟悉业务的骨干，由部、局长带队到有

代表性的木井乡、燕河营镇 进行试点，通过试点，摸

索出了一整套清理整 顿的 经 验，向全县推广。第三

步，培训骨干，统一标准。在取得试点经 验 的 基 础

上，县清财领导 小 组 利 用六天时间对各乡的有关领

导、农经、财会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部署了清理财

物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步骤。第四步，全面铺开，彻

底清理。在县清财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协调下，各

乡镇领导小组于1988年12月起按照统一部署，对1988

年以来 乡镇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一切经济 活动，逐一

进行清理。普遍开展了查现金、查收入、查开支、查

固定 资产、查应收、应付帐款、查帐目处理的六查活

动。第五步，检查验收，保证质量。各乡镇清理工作

结束以后，县里及时组织了验收小组， 按县统一制 定

的验收标准，逐乡进行验收。全县26个乡镇有21个顺

利过关， 有五个进行了补课， 从而保证了清理工作的

质量。

经过五个月时间的努力，卢 龙县乡镇财务清理整

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使乡镇财务管理走上了由乱到治的 轨道，促进了乡镇

政府理财职能的发挥。

（一）澄清了乡镇自有资金的来龙去脉，为科学

决策提供了依据。从 对各 乡 镇财 务的清理情况 看，

1988年底全县26个 乡镇自 有 资金总 收 入 为698.59万
元， 总支出为562.49万元，收大于支， 总的情况是好

的。通过清理，分清了自有资金收支的具体项目，从

而使各乡镇领导心中有数，为今后量入 为出，统筹安

排、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资料。

（二）查处一批 违法案件，促进了乡镇政府的廉

政建设。通过这次清查，发现 了三 种类 型的 违法案

件；一是贪污案件 2 起， 贪污金额2954元。二是个人

长期支挪用公款80人，总金额为6.58万元。三是未经

批准购买控购商品的（包括小汽车、 沙发、收 录机、

洗衣机等）有16个乡 镇， 违纪金额达36.65万 元。为了

严肃财经纪律，对违纪案 件进行了及时 处理，对贪污

的，除追回赃款外，还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和刑事处

分。对长期支挪用公款的，由县委、 县政府召开全体

职工干部大会，对欠款人张 榜公布、曝光亮相，除给

予批评教育外，限期归还，逾期不还的，扣发工资，

并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对于擅自购买控购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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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情况，分别 处理。违控购买的 小汽车 已全部封

存，并由主要责任者写出检查，听候处理。通过上述

问题的处理，不仅打击 了犯罪，教育了群众，维护了

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且增强了乡 镇干部的纪律观念，

严肃了财经纪律，从而促进了农村党政机关和干部廉

政建设。

（三）处理了一批历史 遗留问题。长期以来，由

于乡镇体制变化，人员调动等原因，使乡镇呆帐和沉

淀资金逐年增多。据 统 计，26乡镇共有外欠419.9万
元。通过清理，对这类欠款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处理。

1.外单位和个人欠款，大致分两 种情况：一是债

务承担者明确的，首先积极组织回收，暂时收不回来

的，通过与对方核实，重新换据；二是债务承担者不

明确的，通过核兑无误，作为呆帐处理。

2.向事业单位的投入。有些乡镇 过去向敬老院、

学校等福利性的单位 投入，当时没作正式处理，一直

记在暂付款帐户上。这次，对原物还在的进行了转帐处

理，房屋等大型固定资产投资， 在 “固定资 产”科目

列支，并纳入乡镇固定资 产管理。其它小件购置及修

缮费用，在费用科目列支，或列入乡镇统筹支出。

3.向乡镇直属企业的投资。过 去，大多数乡镇也

都记在暂 付款 科目，通过 清 理，全部转 入 “企业投

资”帐户。

4.属于帐务处理不及时的，如购买物资支出记在

“暂付款”帐户等，这类问题一般延续时间较长累计

资金较大。在清理中，对尚有实物的，转入 “库 存物

资”帐户；实物已不存在的， 通 过核实按不同用途分

别以各项费用列支。

通过各乡镇认真细致的工作，全县共收回乡镇自

有资金17.65万元，处理各类遗留帐款84.66万元，这样

不仅较好的解决了多年来的历史 遗留问题，而且挖掘

了潜在财力，充实了乡级财政，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

（四）查清 了固 定资 产数 量，加强了 固定资产

管理。经过这次 清 理 核销 了有帐无物的固定资产达

321 921元；调整 入帐帐外 固定资产2 964 348元。全

县乡镇固定资产总值由清理 前的3 474 084元，增加 到

6 116 511元，增长76%。同时，随着清理工作的开展，

各乡镇还普遍建立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实现了分类

管理，按类设卡，专人负责，防止了丢失和无故损坏。

（五）加强了农业发展基金的管理。全县26个乡

镇，1988年底应提 取农 业发展基金108.5万元，实际

仅提24.4万元。通过清理，各乡镇按照规定进行了补

提，补提金额达84.1万元，同时，还追回了被挪作它

用的16.3万元，使农业发展基金得到了切实保证。

乡财务整顿村级财务管理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河北省张家口市苏家

坊乡财政所开展村级

财务清理整顿的调查

李雪荣  岳党生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普遍 推行，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

问题，如村级财会管理 职能 弱 化， 会 计 人员明显不

足，财会人员素质较低等。这就使得为 数不少的村级

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出现了不按财会规章制度办事的

混乱现象：会计人员离任不 交帐；新任会 计不建帐；

集体资金被挪用；会计帐目不公开；财务管理不民主

等。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正常的 经济活动，阻碍

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的

滋长蔓延。针对这种现状，张家口市 苏家坊乡财政所

对全乡农村财务开展了全面 清理和整顿。他们在乡党

委、乡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组成了以乡 长为组长、

以乡财政所人员为主的 7 人整顿财务领导小组，各村

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参加的 3 至 5 人的工作小组。在

3 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兵分 两路，逐 村进行清理整

顿。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1 、开好三个会。即：开 好 村 干 部会， 说明来

意， 勾通情况， 寻求支持；开好财务 人员会，打通思

想，消除顾虑，争取配合；开好群众代表会，提供情

况，反映意见。这 3 个会对保证清理整顿的顺利进行

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清点财产，核对帐目。几个月里，他们共清

点了 5个仓库，20多个摊点的财 产，核对了24名会计

几年来所经手的全部帐目。

3 、对清点的财产，物资全部造册登记， 帐外财

产、物资重新估价入帐。

4 、 进行调查了解，查访知情者， 落实清查出的

问题。

5 、 清理债权、债务，对农民欠款、股金，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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