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与金额、效益与目标、权限与责任等，由主管部门

与资金使用单 位负责 人逐 项签订目标 管理责任 合同

书，实行“七定”到人，即：定项目、定规 格、定工程量、定

投资、定时间、定效益、定奖罚到人。对达到效益目标

的，按合同规定兑现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扣发 承包

者工资，并追究责任。

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检查监督。加强

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是充分发 挥粮食生产专

项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保证，几年来，我们不断吸取经

验教训，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坚 持把会计核算与财

务管理，资金使 用与效 益考核结 合起 来，加 强事前调

查，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不断提高专项资金的管理水

平。一是建立严格的财务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对 扶持项

目的进度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经营管理及经济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二是

完善申报审批手续，建立健全会 计、统计和效果考核

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经济合同制度，对每笔资金的

分配和使用，都要由有关的双方签订经济合同，明确

双方责任，以确保资金落到实处，充分发 挥效益，同

时，财政部门还要与用款单位签订专项资金追踪反馈

责任制协议，加强监督检查。四是建立资金使用报告

制度。凡是已经确定的项目，用款单位都要按规定定

期如实地填报专项资金追踪反馈单，并附较详细的分

析说明，同时上报财政和主管部门，以便对用款单位

进行监督检查。五是建立项目 竣工评比验收制度。项

目完工后，财政部门根据与用款单位签订的追踪反馈

协议条款，对项目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

两年来，由于我们在发展粮食 生产 专项资金的管

理、使用上不断完善管理办法，措施得力，保证了发

展粮食生产专项 资金专款 专用，提 高了资 金使用效

益，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促进了农村经济特别是粮

食生产的稳定增长。1986、1987两年，我们利用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改造中低产田41万亩，开发吨粮田

23万亩，小型农田水利建设90处，同时，大力支持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培训农业科技人才，有效地改

善了农业生产服务条件。1987年，全区 粮食总产达345

万吨，农业总产值比1986年增长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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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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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辛集市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加强乡

一级财政建设，有力地调动了 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

极性，促进了 农 村 经 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1987年，

全市乡镇财政收入达1 559万元，占全市 财政总收入的

33.2% ，比刚建立乡镇 财政时的1984年增长43.8%；

全市乡镇工农 业产值达到81 370万 元，比 上 年 增长

24.6% 。

一、 变 “一人财政” 为 “正 规财 政”。辛 集市

1984年 9 月开始组建乡级财政，当时每个乡镇只配备

了一名临时人员，且经常换人，乡财政有名无实，人

称 “一人财政”。近年来，为适应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和农村各项收支大大增加的新形势，这个市首先从健

全乡镇财政组织机构入手，促其不断向 “正规”方向

发展。一是充实人员。1986年以来，市财政部门在各

乡镇政府、 劳动人事部门 的 配合下，择优选调和招聘

了85名财政工作人员，连同原有人员，形成了一支142

人的乡镇财政队伍，各乡镇财政所小的有 3 至 4 人，

大的达到 5 至 7人，全部配齐了预算会计、农财、乡

镇企业管理三大职能岗位的专职人员。二是健全机构，

市财政局专门设立了乡 财政管理股，在各乡镇普遍建

所的基础上，将 7 个经济 繁荣的乡镇的财政所确定为

中心财政所，形成了自 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三是

提高素质。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乡镇财政人员结合本

职工作走自学成才的 道路。目前已有45% 的乡镇财政

干部参加了电教、函授等方面的学习，有 4 人通过自

学考试取得了大、中专文凭。另一 方面，通过定期培

训、重点培训、巡回指导等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业务培

训，使乡镇财政人员的 业务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与此

同时，市财政部门还制定了《 乡 财政干部岗位目标责

任制》 和《 乡财政 干部十 条 守 则》 等一系列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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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做到了人人有目标，处处有规则 ， 项项有考核，

调动了乡镇财政人员的积极 性， 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 变 “代管”为 “实管”。在 健 全管理机构、

提高人员素质的基 础上，这个市充分发挥乡镇财政的

职能作用，赋予其应有的权力， 使其由原来的只代市

财政局征管农业税、推销国 库 券，变为切切实实的乡

级财政。去年以来，该市把市财政统管的乡镇级工商

各税、 农业税、城建税等乡镇收 入和农业、畜牧、 农

机、文教、卫生、 计划生育、公费 医疗、 民政等行政

事业费管理项目，全部下放到乡镇财政管理。同时，

乡镇财政逐步管理起乡镇全部 预 算 外 资 金 和自有资

金。

去年以来，市对乡镇实行了 “定收定支，收支挂

钩，基数定比 分成，超收二八分 成，短收全额自补”

的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 各 乡镇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

性。各乡镇积极增辟 财源，严格财税法纪，增收堵漏，

1987年，全市31个乡、镇、办 事处，有28个提前完成

了收入计划，比计划超收68万元 ， 为确保 全市财政收

支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变单管收支为多方面服务。乡镇财政管理体

制的改革和管理 权限的扩大， 促进了乡镇财政的转轨

变型， 变单管收支为多 方 面服务，强化了财政监督、

协调和扶持等职能作用。一是健全乡镇财务管理制度。

各乡镇在进一步健全财 务支出制度、 审批制度及各项

报表制度的基础上，积极 深入乡、 村企业帮助建帐建

制，加强成本核算，并根据乡镇企业实际情况和需要，

制定和试行了《 乡镇 企业总会计岗位责任制百分考核

办法》 ，对加强企业财务 管理起到很大作用。二是积

极参与经济决策。去年以来，广大乡镇财政人员通过

调查研究，建立了208个企业的 台 帐，写出了50多篇

有情况、 有分析、 有意见的调查报告，为乡 镇经济 决

策提供了 可靠依据。三是用活用好财政资金。为了 开

辟财源， 许多乡镇 积极筹措、 合理调度、 统筹安排各

项资金，支持 生产发展。去年以来，全市利用乡镇财

政间歇资金371万元扶 持 了180户乡镇 企 业，使 企 业

增加产 值426万元，增加 利 税68万元。四是合理安排

支出。健全乡镇财政后，各乡镇自 己的日子自己过，

自己的家自家当，普遍加强了对支出的管理，全部实

行了预决算制度，大手大脚乱开支的浪费现象显著减

少，大多数乡镇紧缩开支，有了结余。五是严格监督

检查。在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检查制度的基础上， 各乡

镇将财务检查制度化、经常化。去年该市乡镇财政开

展了两次财务大检查，查出违 纪资金50多万元 ， 严肃

了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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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南漳县财政局  

★卢家辉★

山区梯级财源建 设的成效 不仅关系到山区财政收

支状况， 而且关系到山区的经济结构。总结南漳县近

几年来梯级 财源建 设的实践，我认为山区梯级财源建

设至少有以下一些特点。

1.基础财源建设， 是山区梯级 财 源开发的客观要

求。山区的基础财源，就 是 通过发展适合山区特点的

经济作物种植业 而开辟的财源。它的特点是：（ 1）
适应山区的自然条件；（ 2）适应山区的经济结构；

（ 3 ）适应山区的经济要 素 供给水平；（ 4 ）适应大

范围内提高山区 群众收入水平的要求；（ 5）为山区

财政增收提供可能性。从 特点（ 1 ）来说，山区的自

然地理特点往往是高、中 、 低山分布，土壤、 气候、

植被等条件差异较大 ， 因 而形成了不同的植物生长带

（或区域）， 这就为发展多种经济 作物的种植业提供

了有利的环境。从 特点（ 2）看， 山区县的农业人口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乡财政
	加强乡镇财政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