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兑现了109户承包企业足额完成 上 交财政收

入指标后的超收留利和奖金。对 6 户在承包经

营中没有完成承包指标的企业，除按照合同从

当年企业留利中补齐41.3万元欠交部分外，又

按合同有关条款扣罚了企业承包 人 奖 金1 086

元。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承 包 经 营 责任制，
1988年我们又采取了几项新措施：

（一）适应延长承包时间。市直土业企业

将承包期延长到1990年，与“七五”计划和厂

长任期一致起来。

（二）增加固定资产增值指标。鼓励企业

用自有资金使固定资产增值，根据增值额大小

嘉奖厂长（经理）；用 技 改 贷 款进行技术改

造，达到预定目标的，按 增 值的 比 例对厂长

（经理）进行奖励。
（三）将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凡连续两年

完不成承包指标 者，厂 长（经理）应 自动辞

职。同时实行年终进行承包审计和承包期满审

计制度。

小议“人家牵牛我摸桩”

吕万 大

自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停建 和 缓建三十三 个在京

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起， 一 个压缩 基建 规 模的高潮 正 在

全国 各地兴起。各方 面反响 十分 强烈 。一位 贫困地区

的同志却不无感慨 地说： “我们的 项目刚 准 备上马，

就赶上了‘茬口 ’，人家 牵牛我摸 桩， 又 迟了一步！”

其实，这些同志大可不必如 此 惋 惜。不妨 仔细 想

一下， 贫困地区的当 务之急是什 么？毫 无 疑 义，应 当

是大 力发展经济，尽快脱贫致 富。因 为，在 这些地区

的广 大 农村，尚有一部分群众温饱问题 没 有解决，尚

有低矮的茅草房舍和衣不蔽体的孩子。一两 座 楼堂馆

所能解决这个非常实际 而 又十分迫切的问 题吗？恰恰

相反，一个楼堂馆所项目起码 得耗资数十万 甚至数百

万元，这就必然要挤占生产 项 目 所 需 要 的资金和物

资， 影响经济发展， 也自然会延缓脱贫致富 的 进程。
我曾经到过一个贫困地 区 的县城，只 见在大 片低

矮的 居民住 宅中，一座豪华的宾 馆拔地 而 起， 尤如 鹤

立鸡群，反差十分强烈。看了这幅 画 面， 总 有说不 出

来的滋味。我想，要是问一下这 个县的 为官者：在你

管辖的 这 块 地 方，坐车难、上学 难、 甚至洗 澡难、

上厕 所难的 问 题 解 决 了没有？恐怕没人敢 打保 票：

“没问题了！”既然老百姓急需的衣食 住行之 类的基

本生存问题尚待解决， 又何苦急不可待地 去 搞什 么楼

堂馆所呢？

据说 ， 一些贫困地区搞些楼 堂 馆所，是 出于这样

两点考虑：一是适应外向型经 济的需 要， 二是 为 了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弦外之音在于：请外 宾 和外地客商

洽谈业 务， 没有一两座象样的楼堂 馆所，未 免 显得太

寒酸 了， 也不太 文明。我看不尽 然。外 商也好，国内

厂家也好，是否愿意同你做生意，恐怕多数 不是以 享

受为意的，而主要看 买 卖成交以 后 有 没 有利益。只要

有利可 得， 他们就会欣然而 至。相反， 你 楼 堂馆所造

得再高， 里 面的设施再豪华，如 果无 利 可得，人家也

不会和你做生意。再说，你把十分有限的 资金投向 了

楼堂 馆所，生产搞不上去，没有名优特新产品 ， 又拿

什 么去吸引中外客商呢？第三， 楼堂 馆所并 非精神文

明的象征。在一些 贫困地区，教育不 普 及，人口 素质

差，居家养儿女，出门 办事情尚属不 易， 难 道 有 了一

两座楼堂 馆所， 人们的精神马上就 会文明了不成？

客观地说，贫困地区的基本建 设 规 模， 较之经济

发达地区， 确有差距。但是，贫困地 区 与经济发达地

区最根本的差距 还在于经 济发展 的 水平上。而制约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则是资金的 短缺比 发达地区

更为突出。如 果置民情国 力于不 顾，超越本地财政的

承受能力，去搞一些没有 多大必要 的 楼堂馆所， 实在

不是明智之举。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小议“人家牵牛我摸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