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等设备；（5）不准用于非生产性基建投资；（6）

不准将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用于请客送礼，滥发奖

金实物和乱铺摊子。

二、严格目 标管理，坚 持“七 定”到 人。根据

“因地制宜，填空补缺，讲究实效，当年投资，当年

受益”的资金使用原则，建立看得见，摸得着，留得

住，建一片，成一片，产量高，效益 大的 商 品粮基

地，应该按照国家确定的各项资金的用途与投向、项

目与金额、效益与目标、 权限与责任 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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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

关部门鉴证后，作为各方共同执行的依据。年终或单

个项目验收时，要严格按目标管理责任合同书的条款

兑现。对管理好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

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浪费，要追究经济责任和法

律责任，以保证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逐步达到

科学化、目标化和法律化。

三、严格会计监督，加强财务管理。要把会计核

算与财务管理，资金使用与效益考核结合起来，加强

事前监督，提高管理水平。（ 1）财会人员要在工程

项目、资金投向、 经济效益 等方面，参与决策，提供

信息，当好参谋。年终地市汇总决算报表时，商品粮

基地的财会人员应参加，并进行记分评奖。（ 2）配

合财政部门，组织好地方承担的配套资金来源，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使之尽快受益。如出现配套资金不足，

年终决算时，上级农财部门有权按比例扣减拨款或将

已拨的款项抵作下年投资。（ 3）市、县主管部门，

要分别制定专项资金支出管理细则，统一开支标准，

坚持专款专用，剔除非建设项目的 不合理支出，严肃

财经纪律。（4）定期进行资金结算。由于“目”级

科目支出范围广，进度不一，必须加强拨款结算的管

理。除独立核算的项目拨款外，其他拨款均不得以拨

代支，特别是投放补贴到户的资金、材料，必须有户

主的签章凭证，以防止层层克扣，移甲做乙，贪污挪

用等现象的发生。（5）严格固定资产管理。为严格

管理，固定资产购回后，一经投入使用，就要立帐管

好。良种储存设备移交种子公司后，要按规定提取折

旧基金，防止“支出报了帐，财产无 人问”的现象发

生，充分发挥 各项 设 备的 使用效益。（ 6）上级农

业、财政部门，要定期进行检查监督，并主动接受农

业银行和审计部门的检查，完善会计 核 算 和 会计监

督。同时，要注意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以适应

工作的需要。

一事一议

切勿挖农补工

吴吉星

以工促农，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这是许多先进

地区经济建设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在

有的地方一些乡村为了办工业，却出现了挖农补工的

现象，不光挖去农业上多年的积累，有的竟以行政手段

挤占农业 当 年的 收益，以办工业为名，强行支取，

久占不还，致使年终分配无法兑现。我 们 江苏建湖县

有一个村，一年挖掉集体积累 5万多元，造成积累倒

挂，负债累累，结果形成年终资金无法安排。这种挖

农现象还有蔓延的势头。
发展乡村工业，是 发 展 壮 大农村经济的重要途

径，这已为实践所证实。乡村企业发展了，壮大了经

济实力，就能够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而有些地方恰恰

相反，办工业没资金，挖农业积累，不是以工补农，

而是挖农补工。工业盲目上马后，不加强管理，出现

亏损、倒闭，农业对工业的投入如石沉大 海。工业应

上交的利润，有的也只是写在纸上，并未兑现，而且

继续占用农业上交款，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现象。

发展乡村工业一时资金困 难，向农 业 上 借支一

点，短期周转，并非绝对禁止，但是有 两条原则必须

坚持：一是有偿使用，实 行 信贷 关系，不能无偿占

有；二是到期要 偿 还，不能久拖不 还，如果到 期不

还，要承担违约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一些干部

乱挖农业积累的行为，杜绝乱点头、乱甩手的现象，

确保农业资金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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