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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扶持办法  做好扶贫工作
四 川省宜宾地 区财政局

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尽快帮助群众 解决温饱

问题，并逐步走上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党

中央、国务院的一项战略决策。近两年来，我区各级

财政部门在中央关于扶贫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结合我

区实际，把扶贫工作列为财政支农的主要工作，并把

重点放在扶持贫困地区及贫困户增强“造血功能”，

启动内部经济活力的基础上，使贫困地区的自然优势

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对改变贫困面貌起到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

一、正确认识贫困山区的现状，制定符合实际的

政策、措施

宜宾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接壤。

所辖10个县（市）中有 7 个县为贫困 山区县。虽然经

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县仍然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财政十分困难，农民 收入水平低

下。据统计，1981年到1983年，7 个贫困山区县210个

乡的年人均粮食只有498斤，人均纯收入只有98元，地

方财政收不抵支，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助过日子。

为改变贫困山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尽快解决群众

温饱，加速经济开发，我们先后在贫困山区的高县、

珙县、宜宾县开展了调查研究，通过深 入 的 调 查分

析，使我们认识到山区贫穷落后，一是由于贫困山区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优势尚未得到 很 好 的 开 发利

用；二是我们工作中的平均主义和单纯的救济观点比

较突出，所扶持的不少项目缺乏可行性，没有真正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因而也就未能取得应有的效益。同

时我们还认识到改变财政困难面貌的潜力也在山区，

财政支农的重点亦应放在贫困山区。在党政领导下，

我们认真克服扶贫工作中的弊端，变“输血” 为“造

血”，增强贫困山区、贫困户自身的经济活力。为此，

我们与主管部门采取联合调查，共同规划、评估项目、

筹集资金、落实措施、检查督促、促见成效的方法，

针对各县的不同特点和贫困的原因，帮助解决主要矛

盾；同时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调 整资金分配结

构，突出资金扶持重点，改 进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

贫困地区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为有效地扶

持山区，经行署批准对贫困山区县在财政体制方面给

予超收全留的优惠政策。通过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加快了贫困山区的 经 济 开 发。1986年与1983年比

较，贫困山区县的工农业发展速度 均高于全区的水平；

7个贫困县1986年人均粮食为750斤，人均纯收入为211

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50.6% 和 115.3% ；7 个县财政

收入1986年为 7 707.2万元，比1983年增长49.96% ，

高于 10个县（市）平均增长 45.53 %的比例；到1986

年，7 个山区县已建电站218处，装机297台42606瓩，年

发电量为1.21亿度，占全区农村发电量95%。全区以

山区为主的林业、畜牧业、茶叶、烤烟等农产品商品

基地的建设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以茶叶为例：1986年

全区茶叶产量达20.9万担，全年出口达10万担，约占

全省茶叶出口量的50 % 。

二、更新观念，把扶贫工作的重点放在增强“造

血功能”、启动内部经济活力的基础上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和调查 研究 的 基础

上，根据贫困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各自的特点，我

们采取分类帮助、 突出重点的办法，在保证粮食稳定

增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狠抓了山区多

种经营、 商品基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在省的支持下，

先后建立了 “山区发展基金”，“商品基地基金”，

“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和 “补贴县发展资金”，重点

用于贫困山区的骨干项目，把发展项目的效益 直接与

贫困户挂起了钩。如1984年为帮助支大于收的“补贴

县”改变困难面貌，我们改变过去财政决算后补助为

提前借补助款的办法支持长宁、筠连、兴文、屏山县

开发能启动自身经济活力的关键项目，扶持发展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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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烤烟、林业、乡镇企 业的建工建材、煤炭、电业

等共30个项目。同时利 用“山区发展 基金”309万元

吸引总投资963万元，支持了高县、筠连、兴文、屏山

4 个县发展曲酒、水泥、矿业等13个项目，这对贫困

山区县解决群众温饱、改善财政状况和增加农民收入

均起了明显的作用。

今年，为进一步开发7个贫困山区县的资源优势，

加速商品生产发展，由地区扶贫办牵头，地县财政部

门主动配合，共同深入到村、组、厂、场调查研究，

进行发展项目的反复论证，及时审批，抓紧投放，到

6 月底止又批准了129个项目，总投资4 753万元（扶贫

贷款2100万元）。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

采掘业和电力建设等。以上项目投产后，每年将新增

产值1.38亿元，税收880万元，利润2317万元，挂钩受

益的贫困户可达40多万人。
三、改革资金分配办法，将支农资金重点用于扶

贫

由于贫困山区县人口多，占全区幅员面积和耕地

面积大，又具有资源优势。因此，我 们在深化农财改

革中，把支农的重点放到了山区的扶贫工作上。一是

改革基数法，突出扶持重点。为合理安 排 资金的使

用，在区财政预算安排上，我们逐年增大农业投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

提下，加大了用于山区的小水电、水土保持、造林、

草场建设、畜禽保护以及用于多种经营、商品生产、

乡镇企业的支援农村合作组织生产资金等专项资金的

比例，1986年支农支出的资金比1983年增长80.7%，

其中用于生产发展的专项资金增长1.12倍。二是改革

管理，落实项目投放。为加强扶贫工作，使扶贫资金

充分发挥实效，地县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

扶贫开发办公室，由扶贫办牵头，认真进行可行性研

究，经批准后签订合同，钱随项目走，落实项目投放，

按照工程进展及时供应资金，促其保 证质量，加快投

产见效。在改革资金管理中，除加强财政周转金的管

理、回收外，主要是随着区、乡财政的建立，加强了

区乡财政管理扶贫项目的责任，逐步克服了以往区乡

政府看得见、管不着和地县财政鞭长莫及的弊端，提

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三是加强检查督促，建立

健全制度。在地县各部门配合下，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

了扶贫项目的检查督促，查项目 进展、工程质量、财

务管理和资金效益等，并及时帮助解决开发项目和现

场施工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在扶贫工作中还建立了项

目投放制、管理责任制、效益考核制和汇报制度。四

是解决好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与财政扶 持资金 的关

系.在用财政资金扶持发展项目的同时，注意发挥社

会财力的积极作用，帮助发展项目从多渠道筹集资金。
总投资一次筹足不留缺口，促进其按计划实 现经济效

益。

简讯

深入重点企业

  帮助落实增收节支措施

沈阳市财政局，为完成今年财政收入 任 务，推动

企业搞好增收节支， 5月中旬抽调局内 各处、室30名

干部组成增收节支工作队，由局长亲自带领深入 重点

工业大户，促进和引导企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在

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
今年以来，沈阳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由于原材料、

燃料大幅度涨价，各种费用增加，以及部分企业眼睛

向内挖掘内部潜力的劲头不足，甚至有的企业损失浪

费严重，导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呈

现增产，增销不增收的局面。今年 1— 4 月与去年同

期比，工业总产值增长8.9% ，销售收入增长12.4%，

而实现利润下降22.3%，上交 利 润下降36.1%。市

委、市政府对这种状况极为重视，召开了市直各部、

委、办、 局、县区领导及全市210户大中 型 工业企业

的厂长、党委书记会议，分析了 经 济形 势，对全市

“双增双节”进一步做了安排。市财政局决心集中精

力抓好“双增双节”这项中心工作。
沈阳市增收节支工作队，在 每户 企 业工作七至

十天。一是通过听、看、访，了解供、产、销环节及

车间、仓库开展增收节支情况；二是通过对比分析和

算账，进一步找差距，挖潜力，定措施；三是协同解

决增收节支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四 是向企 业提出建

议，促进增收节支措施的实现。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工作队在20余户企业开展了工作。目前，全市预

算内工业的经济效益比前 4 个月有所上升，50户重点

企业，5 、 6 月份当月与1—4月月平均比，利润总额

均上升48% 以上，上交利润均上升58% 以上。同时，

采取增收节支工作组这种工作方式，还有助于转变机

关工作作风和帮助财政干部、特别是年轻同志提高实

际工作能力。

（沈阳市财政局  尤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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