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教财务

积极支持扶助“以文补文”活动

吉林省财政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4年

以来，我省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文化事业

发展和搞好文化财务工作的需要，认真抓了开

展“以文补文”活动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

效果，1984年至1987年新增的“以文补文”收入

1 300多万元。在全省开展 “以文补文”活动的

过程中，我们和各级财政部门，同各级文化事

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协同，主动支持和

扶助了这一活动的开展。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抓

的主要工作和基本作法是：

一、端正财政部门工作的指导思想，把扶

持 “以文补文” 活动作为自己的份内职责

我们首先从端正自 身 工作的 指导 思想出

发，搞清财政工作，特别是事业财务工作同事

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财政工作要走出只管

拨款算帐的圈子，与事业发展需要紧紧地挂起

钩来，牢固地树立起为事业发展服务的指导思

想，把财务工作做到事业发展中去，既把事业

财务工作搞好搞活，又保证和促进事业发展。
同时，注意克服我们一些从事文化事业财务工

作的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同志头脑中曾存在的

认为抓这一活动是 “自找麻烦”，是 “额外负

担” 的思想和态度，把抓 “以文补文” 活动的

开展摆上了我们财政部门的议程，作为自己必

须履行好的份内职责，紧 紧 抓 到 了手上。同

时，我们还从以下几个方面抓了提 高 对 开 展

“以文补文”活动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的工作。
一是使大家搞清楚，“以文补文” 活动不是随

意出现的，它是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的

需要日益增长，与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落后，
而国家的财力有限，仅靠国家预算内拨款远远

满足不了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情况下，为解

决这一矛盾而必然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活动；二是使大家搞清楚，开展“以

文补文” 活动其经济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就在

于它增加了文化事业发展的经费，弥补了国家

拨给的有限经费之不足，增强了文化事业单位

自我发展的物质力量；三是使大家 搞 清 楚，
“以文补文”活动的开展，其作用不仅限于增加

了一些文化事业活动经费，具有一定的经济意

义，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活动的开展，可以

更好地满足群众对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方面的

需要，直接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

标，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样，就

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广大文化事业财务

工作者抓好这一活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二、积极参与对 “以文补文”的指导，把

扶持工作贯穿于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

自 “以文补文” 活动开展以来，从进行试

点单位和项目的选择到全面铺开规划的确定，

从思想认识的提高到实际工作的部署，从实际

问题的解决到工作政策的明确，我们财政部门

都根据财务工作的要求参与进去，及时地进行

各种指导。其中，特别注意花力量抓了制约和

影响“以文补文”活动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一

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并予以明确。主要有

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预算拨款与 “以文补文”

收入的关系问题。在“以文补文” 有了收入并

且幅度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事

业收入与国家拨款的关系，财政部门对文化事

业单位的拨款采取什么政策？我们经过认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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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解、分析研究后，及时地明确和宣布了这

样一条政策： “以文补文” 收入财政部门一概

不打主意，应该拨给的正常经费不少给；不但

不少给，而且在同样的条件下，对“以文补文”

活动开展得好的单位还要考虑给 予 一 定 的照

顾；相反，对 “以文补文” 搞得不好的，特别

是那些可以开展而不积极开展的地方和单位，
在经费核拨上不给予额外照顾。由于明确和实

行了这一政策，很好地解除了文化部门和单位

一些同志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他们认真开展和

积极搞好 “以文补文”的积极性，保证了这一

活动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二，关于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 “以文补

文” 收入问题。关于这一方面的管理政策，我

们和文化事业主管部门经过反复研究商定，决

定建立 “三项基金制”的政策，来加强对 “以

文补文”收入的管理。所谓 “三项基金制” ，

就是按照兼顾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原则，把收

入分为事业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个

人鼓励基金三个部分。在一般情况下，这三项

基金按五、三、二的比例掌握使用。在具体分

配时，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根据具

体情况审批，不定死比例。如果收入较多的，

按三、二的比例提取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

基金，所得数额很大的，可以适当调高事业发

展基金，按 “六、三、一”或 “七、二、一”

的比例掌握；如果收入偏低的，也可以考虑不

提集体福利基金，把收入只分为事业发展基金

和职工奖励基金；如果收入很低，还可以将职

工奖励基金再高调一些。由于我们对加强收入

管理的思想明 确，政 策 适 宜，执行认真，因

此，基本上防止了胡花乱用的现象，使 “以文

补文”收入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三，关于如何掌握并检验 “以文补文”

工作成效尺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

工作实践中特别注意了克服单纯财政业务的观

点和只注意经济收入的偏向，同文化事业主管

部门一道，既看经济收入，又看社会效益，坚

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以社会效益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准则。由于我们注意

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全省的“以文补文”

活动自开展以来，一直没出现什么大的偏差，
发展得比较正常、健康。

三、从财力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解决

活动开展中出现的实际困难

在“以文补文”活动开展以来，我们一直尽

力调济一部分经费，支持和帮助“以文补文”活

动的开展。其具体的资金支持形式主要是三种：

（ 1）用一部分经费来修缮房屋、翻建场

所。没有房屋和场所，“以文补文”活动就没

有安身之处，鉴于一些文化单位房屋、场所过

于破陋，我们从1984年以来安排房屋维修专款

共520万元，帮助维修翻建了文化馆、群众艺术

馆、图书馆、博物馆和重 点 乡 镇 文化站共48

个。这就为全面开展 “以文补文”活动提供了

场所上的必要条件。
（ 2）拨出一部分经费作增加和扩大 “以

文补文” 设施、手段的专款。要开展 “以文补

文”活动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增加活动内容

和服务项目，不扩大和增加文化单位的设备和

手段是不行的。我们许多文 化 单 位 的基础很

差，设备陈旧，手段单一。不改变这种状况，

使这一方面问题逐步解决，“以文补文”活动

就会因缺乏必要的条件而很难开展起来。特别

是在活动开展之初，就更是如此。为此，1984

年，我们一次拨出此项专项经费46万元，集中

解决了一些单位之急需。尔后，1985年到1987

年又拨款50万元，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这就

为开展 “以文补文”活动提供了更新设备、完

善手段方面的必要条件。
（ 3）设置专门用于支持有偿文化服务活

动的周转基金。1987年在 我 省召开的全省“以

文补文”工作会议上，我们提出全面开展 “以

文补文”活动，省财政当年增设300万元 文化

事业周转金。1988年我们又增设300万元，达到

600万元，以满足更多的需求。除省级财政外，各
市地县财政也都设置了一部分 文 化 事业周转

金。周转金的设置和使用，对支持和扶助“以

文补文”活动的开展已经显示了并将继续显示

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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