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财政 为民 寻找致富 之路  

开源节流造福山 乡

——记河南省登封县王村乡财政所

贾成  林 赵 健

在登封县东南70多里的嵩山脚下，有一个山区小

乡，叫王村乡。该乡有16个自然村，分别 散 落在山上

山下，山前山后。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较差，前

些年全乡有 7 个村无力向国家上 交合同订购粮，靠国

家救济过日子。乡里没有什么企业，财政收入也不景

气，全乡约有一半人口的 温 饱问题 长期没有得到解

决。

1985年王村乡成立了乡财政所，财政人员也由原

来的 1 人增加到 4 人。所长王丙欣想，乡级财政体制

的建立，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了 条件，现在财政

所人员充实了，今后得努力为改变 穷乡面貌做出点贡

献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大家。
“对，咱要帮助群众多找一些致富路子才行。”

其他几位同志都这 么说。

荟萃山、三 叉口 和申 家沟 村的山坡上长 满了毛

栗、酸枣和毛桃等野生果树。但这些树果子 不能吃，

木又不能成材，虽然满山 遍野也没有给这里的农民带

来多少好处。多少年来人们只能望山兴叹！ 财政所的

几位同志通过实地考察，边研究 边设想：如果用科学

方法把这些野毛栗嫁接成板栗，把酸枣嫁接成大枣，

把小毛桃嫁接成大仙桃，这些 荒山野岭不是就变成宝

山了吗？于是，他们向乡政府提出了大力发展经济林

的建议。乡里很快采纳了这条建议。为了调 动群众的

积极性，他们又制定了具体办法：凡嫁接活一棵良种

果树，经乡林业站检查验收后，由乡财政补助5分钱。

目前，全乡已嫁接活各种优良品种果树7 700多棵，昔

日的荒山正 在 变成“花 果山”。山海村青石资源丰

富，质地柔软，是雕刻各种工艺品的好材料。过去，

这里的农民只知道用石料烧石灰，或卖石子等，没有

很好地加工利用。虽然耗费了大量劳力，却没有得到

多大效益，村里农民的日子很困难。财政所了解到这

个情况，及时投放支农周转金4 700元，帮助山海村购

置了石锯和刨光机，引导农民变粗放经营为深度加工，

发展传统的民间雕刻工艺。全村很快形成了制作精细

工艺品的雕刻热，他们制作的 “双 喜临门”、“龙凤呈

祥“、“双狮滚绣球”等图 案的石门墩、 石匾额、 石桌

等，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装饰门 庭过道显得典雅庄

重，具有浓重的民间艺术特色，深受群众欢 迎。几年

来， 山海村每年销售500多 件 石 雕 工艺品，年收入达

15 000多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石料加工专 业村。

这个财政所通过一年一度的财政 决 算感到，自己

的财力太小了。要改变乡 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充

分发挥本地资 源 优势，在大 力 发 展乡 村企业上下功

夫，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乡里办的一个 煤矿煤质很

好，也很畅销。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原煤产量，

1988年乡财政所从县银行 贷款50万元， 又建了一口新

井，预计今年投产后产量可提 高 一 倍，实现税利80多

万元，每年可增加乡级财力16万元。乡里铝石资源丰

富，他们就向乡政府建议建一个铝矾土煅烧厂。1988

年 3 月正式投产后效益很好，估 计 到1988年年底可增

加财政 收入 2 万多元。

王村乡财政所的几位同志 都是来自本乡农村，不

仅对本乡的经济状 况比 较熟悉，而且，长期的穷乡理

财经历，也使他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过紧日

子的好作风。他们发现乡 机关院内，经 常有“长明灯”、

“长流水”，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院每月电费开支

就达500多元。为此，财政所协助乡政府研究制定了机

关用电管理办法，要求各部门按照部门办公地点分布

情况安装电表；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人员用电标准：

一月一核算，节约有奖，超 用 部 分 从本人工资中扣

除。新措施实行后，机关每月减少电费开支200多元。
乡政府机关原先有两部小汽车，因管理不善，每年烧

油和修理费用高达 4 万多元，是乡里客车队每年上交

利润的五六倍。耗去这么多的资金，对一个山区穷乡

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987年 7 月份，他们

向乡长提出封存一辆汽车的建议，当 即得到乡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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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年多来，已节省用车费开支22 000多元。

几年来，王村乡财政所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发财

源，节减非生产性开支，努力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资

金。他们累计安排乡 级财力21万多元，打深井 6眼，

为乡里一半村庄建立和恢复了水利 配套工程，扩大灌

溉面积2 500多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村庄的农

业生产条件。1988年乡里的几个贫困村，人均口粮已从

过去的300斤以下，提高 到400斤以上；人均收入从过

去的150元以下，提高到250元以 上。村里的群众已基

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贫困的岁月告 别。王村

乡财政所为改变山乡面貌做出显著成绩，受到了上级

领导的好评。几年来，所长王丙欣连年被乡党委评为

乡优秀党员，财政所每年被县里树为先进单位。讲到

这些，几位同志都说：“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

远”。如今，这个财政收入微薄的山 区小乡财政所，

正在继续为二万多勤劳而又 不很富裕的父老乡亲铺设

着新的脱贫之路1

乡财政
浅谈乡级财政怎样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

康勒辉湖南省涟源市财政局

自1984年建立乡级财政以来，乡镇财政所在组织

本级财政预算内收入 和管理预算内支出以及预算外资

金、统筹资金的管理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财政

怎样帮助乡镇企业建立健 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乡镇

企业的财务管理，培 养 和扶持 自己的财源，讲究生

财、聚财、用财之道，又成了一个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

要课题。

一、加强乡镇企业财务管理的 必要性

乡镇财政作为乡镇经济的综合管理部门，必须不

断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

第一、加强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是 培养财源、稳定乡

级财政的需要。这几年不少乡镇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收入稳步上升，除了农副产品商品率提高的因素外，

乡镇企业上交的税利逐年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

我市为例，1986年，乡镇企业上 交税收356万元。1987

年423万元，比上年增长18.8%。可以 预 料，随 着乡

镇企业的继续发展，乡镇企业上交的 税收占财政收入

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目前许多乡镇企业的内部机制不能适应经济改

革的需要，尤其在财务管理上，制度不健全，管理混

乱的问题相当普遍。不少 企 业 只 片 面追求产量、产

值，忽视严密的经济核算，经济效益很不理想，直接

影响到乡镇财政收入。因此，乡级财政需建立起取之

不竭的财源，就必须下大力全 面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财

务管 理。

第二、 加强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是巩固和发展乡镇

经济的迫切要求。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它

联系着企业总的经营战略和每一个时期的 经营决策，

贯穿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供、产、销各 环节。有人说

财务管理是企业可控程序的“总闸门”，控制住了这个

“总闸门”，就可以直接影响和推动企业其他各项工

作。从 我市的 情况看，目前乡镇企业 财 务 管 理上存

在的突出问题是：（1）缺乏合格的财会人员，有的

企业甚至没有配备会计人员；（2）没有建立财务管

理制度，全凭“权力”办事；（ 3）管理混乱，进货

无计划，开支无章法，浪费多，效 益低；（4）帐目

不清，偷漏国家税收、截留国家财政收入，贪污挪用

资金等现象屡见不鲜。上述问题的 存在，客观上要求

我们财政所的同志要经常深入企 业，了解 情况，一方

面协助乡镇企业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帮

助乡镇企业会计提高核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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