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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以来. 国家财

政每年安排10亿元资金，

作为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粮食生产的

发展。为充分发挥这笔资

金的使用效益，各地在这

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上采取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收到了较 好的 效果。最

近，我们对山东省发展粮

食生产专项资金的管理使

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调

查中我们了解到，山东省

各级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

重视，财政部门与有关部

门密切配合，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灵活运用这项资

金，重点投放，改善了生

产条件，促进了粮食生产

的发展。他们的经验值得

借鉴。

一、领导重视，起步

稳健。首先，建立领导机

构。山东省从 省 政 府做

起，按照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的原则，层层建立了

领导机构。省级组成了由

一名副省长为组长的领导

小组，各地、县政府建立

了由有关负责同志牵头，

财政、 农业、 水利等部门

参加的领导机构。其次，

配备得力人员。为切实加

强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的管理，合理使用这笔资

金，山东省各级政府在人

员安排上配备了一些懂专

业、有能力的干部。例如

该省的恒台县，十三个乡

镇中有十个配备了农业专

科学校毕业的，经过一定

实践锻炼的乡干部，他们

既是领导者，又是技术上

的指导者。第三，实行领

导岗 位责 任制。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促进这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该省许多地县实行了领导岗位责

任制。例如恒台县政府1986年两次召开乡镇长会议，

明确提出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管理要实行三个

结合，即：与年初工作计划结合，与各级政府、各主

管部门的责任制结合，与年终政绩考核结合。这样就

把各级领导、各级主管部门的工作好坏与个人责任和

利益挂上了钩。
二、部门协作，工作顺利。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

文明确规定：在发展粮 食生产 专 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上，日常的组织、协调、 规划、审批、监督检查等项

工作由省财政厅牵头，会同农业、 水利等有关部门共

同办理。农业、水利、财政三家的具体分工是：项目

建设的标准、考核制度以及技术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主要由农业、水利部门负责；资金的分配、 使用和管

理由财政部门负责。此外，在建设项目所需资金及资

金使用情况的审查上，改过去的部门互审为自审，最

后由财政厅审核，拿出具体意见后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确定投资数额。这就改变了过去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

部门在财务管理上的平行地位，既有利于发挥财政部

门在资金管理和分配方面的主导作用，又有利于各部

门集中精力审查好自 己 范 围内的投资。由于分工明

确.加强了部门间的协作，减少了互相扯皮， 互相指

责，互争投资的现象，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促

进了全省发展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计划的顺利实 施。例

如，该省兖州县财政局和主管部门定期召开协调会

议，在一起研究工作，定期检查工程进度及资金使用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该县在实施跨 5个乡、 7

个管区的 5万亩小麦丰产方案的过程中， 财政局、农

业局、 水利局紧密配合、协调工作。农业局加强技术

指导，优先供种；水利局按50-60亩一眼井的标准打

井并配套。财政局及时调度和供应资金，并督促生产

建设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由于共同努力， 保证了这一

工程的及时完成。1987年，这 5万亩小麦一季单产达

850斤，比1986年增产90斤。

三、抓住关键，重点投资。为确保资金效益的充

分发挥，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山东省各地政府都是

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抓住影响粮食 生产的关键问题

进行重点投资。例如该省的恒台县，县政府抓住了水利

条件 好 坏 是 制约本县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

关键问题，决定把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近70% 投

入水利设施的建设，并根据本县机井已有一定基础，

而防渗渠道建设不足这一情况，把资金主要用于地上

和地下防渗渠道的建设上 ，两年共修建防渗渠道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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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此项工程可节水、节能、节时、 节地各30% ，

效果显著，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

好评。兖州县大安镇地下水贫乏，地下水位低，但该

镇紧靠引黄河道——泗河。县政府决定在该镇引黄河

水回灌，提高地下水位。他们投资十几万元，挖掘回

灌渠道上万米，取得了明显的效益。1983年前该镇地

下净水位在15米以下，现在提高到 7 米；过去一个灌

溉周期约一个月，现在 4- 7 天即可。

四、落实责任，严格奖罚。要管好用好发展粮食

生产专项资金，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在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上，山东省各级政府及

各有关部门要求对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资金都要明确

经济、技术、工作指标，签订经济合同， 做到责权结

合，责随钱走，钱到哪里、责任就落 实到哪里。例如

荷泽市1987年计划种植40万亩玉米高产田， 为保证这

一计划的完成，市有关部门本着 “以 点带面，全面开

花”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进行玉米高产示范活

动。在这活动中，制定了示范标准，规定了示范的具

体要求、技术指标（包括品种、 套种 时 间、下种条

件、 密度、苗期、中期、后期管理的标准等）及奖惩

办法。在奖惩办法里，明确了奖惩的范围、形式和标

准，划分了各管理阶段的考核分数。由于措施得力，

奖罚分明，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 生产积极性。1987

年该市玉米总 产突 破1.5万 公 斤大关，创历史最好水

平，单产比1986年增产 近八 成。 恒 台县唐山乡水利

站，为保证水利建设项目的按质、按量完成，对下属

施工组实行了“五定三奖罚”承包责任制。 “五定”

是：定人员、定任务 、定 质 量、定报酬、 定材料用

量。 “三奖罚”是：完成任务者 奖 ， 完不 成任务者

罚；全优工程奖，有失败工程的罚；材料节约折价归

施工组，超用自负。这一措施，调动了施工人员的积

极性，到1987年底，共修建防渗渠道25.7万米，超额

4.7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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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乡级财政体制  

摘掉“吃补贴”的帽子

编者按：目前在全国2 346个县（市）中，吃上级

财政补贴的有1 439个，占61%。这是制约国家财政收

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 因素。这个问题，应当

引起各级财税部门的重视。各地特别是那些吃补贴县

较多的省份，要把减少和消灭吃补贴县，列为研究财

政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采取措施，作出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解决。现将湖北省石首市通过

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摘掉多年“吃补贴”帽子的

经验刊登如下，供参考。

湖北省石首市（县级市），长期以来靠吃补贴过

日子，每年省财政 补贴该市约200万 元。为 了摆脱困

境，从1984年开始，该市通过改革乡级财政体制，调

动乡（镇）政府当家理 财的积极性，发展乡级经济。

经过三 年的艰苦 努力，终于在1987年摘掉了 “吃补

贴”的帽子，

石首市摘“吃补贴”的帽子，是被 “逼上梁山”

的。1984年，省财政厅同该市签订了三年后做到 “财

政自给”的合同，使该市处于 “背水一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石首市认真分析本地情况，积极研究

对策，认识到只有乡级财政富了，市财政脱贫致富才

有可靠基础，而乡 级财政之所以不富不活，主要是多

年来吃市财政的 “大锅饭”，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改革乡级财政管理体制，

经过反复酝 酿，统一认识，1984年 8 月，该市借鉴农

村“大包干”责任制的经验，制定了《 关于乡（镇）
财政体制的实施意见》 ，决定对乡（镇）实行“定收

定支，收支包干，收入上交，支出下拨，年终结算，

收入超基数部分比例分成或递增包干，欠基数部分全

部扣赔，一定三年不变”的财政包干体制。在落实这

一体制的过程中，石首市主要抓了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树立明确的指导思想，保上富下。在保证国

家增收的大前提下，尽量让利于乡（镇）. 以增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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