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财政厅与科技咨询中心配合进行了三 项工作：一

是组织有关专家对贫困县的部分项目进行论证 评 估，

防止项目决策偏差；二是举办贫困县投资项目可行性

研究人才培训，使他们掌握项目 前 期工 作 的基本知

识，提高贫困县自身的决策水平；三是 在平和、罗源

两县试点，组织有关行业专家帮助制订县的经济开发

规划，使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有总 体 打算，有 近 期目

标，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进行，力求开发的项目既

发挥当地的优势， 又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 要，

具有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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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扶贫资金发挥较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河北

省围场县财政局从落实项目管

理岗位责任制入手.对扶贫资

金实行目标效益管理，收到了

较好的效果。1986年扶持的18

个项目，1987年1—8月共实现

产值576.35万元，利税72.7万
元，安排贫困户劳力2 051名，

人均收入 359.84元，有882户

脱贫。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坚持科学立项，认真

把好“三关”

为了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

上，他们在订立项目时，注意

把好三个关口。首先是把好资

金投向关，本着集中资金、重

点使用的原则，对开发本地资

源的骨干项目和“龙头”项目

给以重点扶持。1986年他们用

25万元扶持四合永掌字与营字

材联办水泥厂和腰站乡水泥厂

的技术改造.不到半年两个厂

的生产能力即由原来的 2 万吨

增加到 4.4万吨，新安排劳力

353名，1987年 1 — 8月实现产

值445万元，利税53.7万元，人

均月工资 100元以上。使76%
的贫困户当年摆 脱 了 贫 困。

1986年他们还用16·5万元扶持

了绣花、针织、整毛加工、花

炮加工等 6 个乡、村企业扩大

生产能力，一年实现产值69.2
万元，利税12.8万元。其次是

把好资金配套关。对 “拼盘”

项目，他们坚持先落实配套资

金后择优扶持的原则。1986年

一年他们与有关部门配合，共

落实自筹资金61.1万元，银行贷款27万元。
再次是把好投资效益关。为了保证资金的使用效

果，他们根据贫困户的不同类型，采取了不同的扶持

措施，对有劳力、有技术、缺 资 金的 贫困户，直接

对户扶持；对劳力多、缺资金、缺技术的贫困户，通

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扶持；对生产条件极差的
“封闭型”特贫区，采取“以资代劳”的形式，通过

横向联合，吸收到临近乡结组。四合永镇虎字村居住

偏僻，群众致富无门。他们把扶贫资金扶给这个村，

通过“以资代劳”的形式与临近的营字村建起了联营

水泥厂，安排贫困户劳力157人。到1987年 8月末，产

水泥2.2万吨，实现产值214万元，利 税26.4万元，人

均月工资100元以上。

二、落实效益目标，推行经济责任制

为确保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他们建立了资金使

用效益责任制度，对所扶持的项口规定了建设规模、

投资数额、建设周期、产值和利税、安置 贫困户劳力

数、工资水平、资金回收期限、奖惩条件 8项指标，

并以经济合同的形式落实到受援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对达到效益目标的，按合同规定兑现奖励；对完不成

任务的扣罚承包者工资，并追究责任。由于受援单位

有了压力，因而增强了责任感，促进了项目早投产、

早见效。1986年扶持的18个项目，全部按期投产。其

中有五个提前两个月投产见效。

三、围绕效益目标，加强经营管理。

1987年上半年他们对扶贫项目的经济效益情况，

普遍进行了检查，并把科学管理手段引入扶贫企业。
四合永营字水泥厂由于设备不配套，管理水平低，1986

年效益不好。去年他们帮助这个厂 推 行目 标成本管

理，实行厂部、车间两级核算，并将84项指标逐项分

解到车间、科室和个人，形成了目标 管理网络，收到

了显著的效果。去年头 8 个月，水泥吨成本由1986年

同期的96.50元降到87.71元， 实现利 税26.4万元，比

1986年同期增长57.1%。四合永 纸 箱 厂 由于销路不

畅，严重影响了产值和利润的完成，去年头 7 个月仅

实现产值2.2万元，利润0.2万元，为了打开 销路，搞

活企业，他们对这个厂实行了招标承包。仅一个月时

间，即创产值2.7万元，实现利润0.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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