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多少随同纳税任务分解到村，各村在群众民主评议

的基础上除对特别困难户给予照顾先 减后征外，余下

的减免数由村集中作为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专项资

金。对不能固定的灾情减免，在每 年秋后农业收成基

本确定后，按受灾程度逐级分配到各村组， 由村组冲

减抗灾费用或集中用于改善生产条件。

第三，要把审核农业税减免款工作制度化，做好

与农业税减免有关的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办

法。同时，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检 查监督，防止出现

截留挪用， 虚报冒领、平均分配等问题的出现。

乡财政 加强周转金管理  

提高使用效益

原新安  张祥夫

近两年来，湖北省老河口市仙人渡镇财政所充分

利用上级财政部门划拨的69.9万元周转金，坚持常收

常放，收放结合，以放促收，支持全镇商品生产的发

展，较好地发挥了资金使用效 益。1986和1987两年，

该所共回收周转金56万元，累计 向 企业 投放周转金

267万元，有力地促进了镇 办企业的发展。1987年全镇

工业总产值达4 889万元，为国家提供财 政收入111万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3.4% 和48%。其经验是：

一、健全管理制度。两年来，仙人渡镇财政所健

全了以下几项内部管理制度。一是建立了周转金管理

的内部责任制。其内容是按照专管员的工作分工，对

周转金的管理实行人员、项目和回收时间三 落实，谁

放谁收，权责结合，年终考核，奖惩兑现。这一内部

责任制的实施，有效地增强了专管员管好用活周转金

的责任感。两年来，仙人渡财政所在周转金投放中没

有出现一笔违纪或逾期沉 淀的。二是实 行 借 款 公证

制。仙人渡镇财政所用法律公证的形式，把每个借款

单位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固定下来。同时，他 们还采取

了由借款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担保 或由借款单位以其

资产抵押的办法，防止资金的沉淀和流失，增强了有

关各方管好用好财政周转金的责任感。三是对资金使

用单位实行奖惩制。财政所对企业借 用周转金提前归

还的，减收一定比例的占用费；对按期归还的 ，按标

准收取占用费：对逾期归还的加收 占用费。多归还，

多安排。1987年底，财政所召开了全镇各企业周转金

使用管理经验交流会，向 5 个资金周转 快、效果好的

企业赠送了锦旗。

二、盘活沉淀资金。由于多种原因，前几年仙人

渡镇出现了不少沉淀资金。为此，仙人渡财政所这两

年在加强资金管理的同时，狠抓了沉淀资金的盘活回

收。（一）对因生产发生困 难，致使 财 政 资 金沉淀

的，财政所积极帮助企业通过搞活生产，加强内部经

营管理，促进了周转金的回收。（二）对因单位撤消

或原借款企业厂垮人散造成周转金沉淀的，财政所顺

藤摸瓜，一追到底。原仙人渡乡在1973年兴建拖拉机

站时，向财政所借了1.1万元周转 金。不久，这个站

即下马，撤消了核算单位。这笔 “死 账”怎么平？财

政所不是简单的核销了事，而是找出原单位的 借款凭

证和负责人及会计，弄清了 资 金的用途。尔后，又与

镇政府和原主管部门达成 协议，按 照 谁用谁还的原

则，一次回收了这笔沉淀长达14年的周转金。（三）
对于有还款能力而又拖欠不还的 “钉子 户”，财政所

积极运用法律手段追回欠 款。镇上有家预制专业户，

是1983年财政投放 1 万元周转金扶持 他 走 上 致富路

的。可他致富以后却欠下6 000元周转金不归还。财政

所派人上门20多次宣传财政周转金的使用原则，催还

借款。他不仅不听，反而大发脾气、无理纠缠 、威胁

财政干部。对这个“钉子户”，财政所依法向法庭起

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 家 利 益。他慑于 法律的威

力，在限期内如数归还了欠款。在盘活沉淀资金的同

时，仙人渡镇财政 所还积极利用财政间隙资金和预算

外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生产。1987年他们先后向企业投

放预算外资金和财政间隙资金16万元，为乡镇企业发

展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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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准投资项目。周转金只有投 得准，才能效

益好、 周转灵、回收快。基于这种认识，两年来，仙

人渡镇财政所在抓好资金回收的同时，在资金投向上

狠下功夫。一是注重开发本地资源。仙人渡镇位于汉

水河畔，沙石资源极其丰富，是发展建筑、建材业的

一大优势。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全镇 近五分之

三的劳力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针对这种情况，财

政所先后筹资40万元，集中投放于建筑、建材业，支

持兴办了村、镇两级共30多家预 制、砖瓦、建筑等企

业，从业人员达2 200多人，年创产值2 100万元，占全

镇乡镇企业总产值的40% 以上。二是注重发展名优产

品。如该镇的“仙人酒”，600年前就 曾 记于 史书，

享有盛名。为支持酒厂生产，创名优产品，镇财政所

先后投入 3 万元 周转金 ， 支持镇酒厂引进人才、技

术，研究传统工艺，生产新产品。1987年镇酒厂生产

的 “地封特曲” “燕恋春”分别荣获湖北省和襄樊市

同类产品的第一名， 第二名，“老窖”白 酒荣获省优

产品金杯奖。三是大力促进企业出口创汇。两年来，

财政所扶持发展创汇产品13个 ，年 创汇额达200多万

元。镇皮革厂过去是个集体小厂。近几年该厂在财政

所的帮助下，积极走向国际市场，为西德加工出口蓝

湿制革，工厂越办越兴旺。1986和1987两年，这个厂

共创汇60多万元，创利税7.2万元，成为全镇出口创汇

的骨干厂。

读报随想（六）

行政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

唐 生

1988年 5 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 了在

京楼、堂、馆、所的建 设项目 ，决 定 缓建 一

批，停建一批，以 利于压 缩首都基建规模，树

立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北 京日报》 并且刊

登 了 停缓建项目名 单，共停缓建33个项目。据

反映，决 定公 布以 后，首都各界人士都拍手称

好，要求有禁即止，坚决 落实，决不能让已停

缓建项目改 头换 面 或 用别的 名 义重新 上 马；

要举一反三，再停 缓建一批不必 要、不 急 需

的其他工程；并且严格立 法，严格审批，严格

监督，再不要搞那些首长批条子的工程了。
停缓建一批在京楼、堂、馆、所项 目的意

义，决不只 限于基建战线，我以 为它至 少在以

下三个方面，具有重大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它证明 “行政手段并不是在任何情

况下都是不好的” （《财贸经济》 1988年第1

期《再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

个问题，也要按十三 大提出的 “生产力标准”

来判断。近几年来，我国对固 定资产投资实行

“拨改 贷”，两次提高贷款利率，征收建筑税

和能源 交通基金，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在加强

重点建设和调整经济结 构方面 起 了一些作用，
但并没有能够抑制固 定资产投资需求膨胀，并

没有能够解决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有的理 论

工作者曾经指 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缩短基

建战线，控制固 定资产需求膨胀，最有效的办

法是采用行政手段，由各级 政府逐级控制投资

项目和规模。如果这种控制对生产 力的发展和

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有利的，如象国务院决 定停

缓建一批在京楼、堂、馆、所那样，有什 么不好

呢？有的同志看到过去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管理

经济的种种弊端，提倡重视运用经 济手段，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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