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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罗山县竹杆乡

财政 所自1985 年 成立以

来，始终把加强村级资金

管理作为乡财政所的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1986年，该

乡试行了村级资金由乡财

政 所 统 一 核定、统一管

理，使用按计划分期拨付

的办法，并实行严格的审

计制度，从而减轻了农民

负担，降低了非生产性开

支，杜绝了贪占挪用，使

村级 资 金 得 到了合理使

用，促进了乡村商品生产

的发展，拓宽了财源。

近几年来，随着党在

农村各 项 经 济 政策的落

实，竹杆乡的各项经济得

到了很快的发展，村级资

金也相应增加，资金渠道

日趋增多，但由于资金管

理水平较低，存在着许多

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

在村级资金的形成和集中

上，乱摊乱派，擅自提高

收费 标准 和 扩 大征收范

围；在村 级 资 金的使用

上，缺乏全局观念、效益

观念，资金使用分散，效

益不高，铺张浪费严重，

乡财政无力调剂余缺；在

村级资金的 管理上，规章制度不健全 ，财 经纪 律松

弛，管理混乱，帐实不符。为了及时改变这种状况，

竹杆乡财政所将村级财务工作中 存 在的问题向乡党

委、乡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做了汇报，并提出了由财

政所统管村级资金的设想，得到了乡党委、乡政府及

上级财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在试行统管村级资金的

过程中，竹杆乡财政所着重抓了三 方面工作：

一、做好宣传工作，消除部分人对试行统管资金

办法的片面认识。竹杆乡在试行统管村级资金办法的

初期，一部分村干部怕实行这个办法后用钱不便，开

支受限制，不愿意将村级资金上交乡财政所管理。为

了提高乡村干部对统管村级资金的认识，乡党委、 乡

政府召开了乡村干部会议，讲 清统 管村 级资金的好

处，解除了部分同志的思想顾虑。同时，结合农村整

党工作，在全乡开展了财务大检查，共查出各种违纪

资金74万元，有两名村文书贪污公款2 000元以上，受

到了法律制裁。这些事实教育了乡村干部，大家认识

到，实行统管村级资金，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的财经政策，加强农村基层财务管理，促

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加强财务基础工作，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为

搞好村级资金的统管工作，竹杆乡财政所明确规定，

在财务管理上，实行 “四 统一、三及时、五相符”制

度，即帐本、科 目、报 表、 报 帐 四 统一；记帐、 报

帐、结帐三及时；帐帐、帐表、帐证、帐款、帐物五

相符。在财产管理上，凡集体财产全部登 记入帐，指

定专人管理；对农户承包的农机具，实行保本保值，

利润分成。在现金管理上，要求统一存入 营业所，实

行权、帐、钱 “三专责”，会计管帐，出纳管钱，收

支单据由专人审核签字，真正做到收 有凭、支有据。

以上制度的实 施，改 变了 竹杆乡 村级 财务混乱的状

况，使全乡村级财务管理走上了正常轨道。

三、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实行民主理财。竹杆乡

财政所除了规定各村文书要按月报帐，单据送财政所

审批外，乡财政所干部还经常深入到村检查帐目，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定期召开村、组和群众代表会

议，做到帐目、 计划、收 支、结存 “四公开”，让群

众审查、评议、监督财务工作。村里各项集资、提留

和预算开支均交群众代表会审议通 过，然后由村委会

书面上报乡政府和财政 所审定实施。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竹杆乡改 革村级资金管理办

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第一，减轻了农民负担。1985年，竹杆乡村级提

留资金近60万元，农民人均负担14元 以上。实行村级

资金统管办法后，该乡明确规定了村级提留资金的开

支范围和标准，大力压缩非生产 性开支，精 减了村干

部，统一规定各村提留比 例，统一下 达指标，既保证

了各村生产和建设资金的需要，又减轻了 农民负担。

1986年，全乡村级 提留 款34.4万 元 ，比1985 年下降

42.6%；人均负担 9 元，下降了35.7%。

第二，促进了乡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实行村级资

金统管办法后，竹杆乡财政所对统管的村级资金进行

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充分调剂 资金余缺，重点支持投

资少、周期短、见效快、收 益大的 生产建设项目，改

变了以往资金使用分散、效益差的状 况。例如，该乡

史河、 文湖、河口等村适宜种植花生，由于当地花生

品种退化，产量低，而农民又无钱购买新品 种。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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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花生增产，增加农民收入，乡财政所利用间隙资金

3 万元扶持农民购买花生新品种，当年就增加收入60

多万元。一年多来，该乡财政所利用间隙资金扶持了

1 300多户贫困户，目前已有530多户 摆脱了贫困。

第三，加强了村级财务管理，刹住了用公款请客

送礼等不正之风。村级资金由乡财政所统管后，各村

按计划开支，报销凭证要经专人核批，有效地堵塞了

开支漏洞，招待费大大下降，乱借乱支公款的现象得

到了制止。1986年，全乡已收回挪用、占用的公款17

万多元，村组干部基本上还清了历 年借欠的公款。

第四，有效地推动了财政工作的开展。实行村级

资金统 管 办 法 后，竹杆乡从乡到村层层 落实了岗位

责任制，奖罚严明，充分调动了 乡村干部的积极性，

促进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近两年，该乡共完成工

商税29万元，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63万元，推销国库

券15万元，回收支农周转金 4 万元 ，分别占各项任务

的126% 、100%、129%和125% ，特别是1986年，全

乡包干经费无突破，预算内外无超支，群众排队自觉

交纳农业税，夏季一季就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

在财政战线上

做事业的 强者

是我最大的 追求

在湖南省浏阳县财政局谈 起 周 家 喜，人们都说

“她是我们单位的陆文婷”。的 确，周家喜同志一心 扑

在事业上，长期带病坚持工 作，平均年 出勤在350天

以 上。她从1972年至1984年担任 县 财 政局总会计的12

年里，许多节假 日，她都是加班加点算数字、汇总审

核报表等。周家喜同志身患腰 椎间盘突出症、美尼 尔

氏综合症、 功 能性子宫出血 等疾 病，家里 有 年 老 多

病的父母需要她照顾，年 幼无知 的两个小孩需要她抚

育，爱人在外 地工作，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多年来，

疾病严重地折磨着她，繁重的家务缠绊着她，生活的

负担是十分 沉重的。但她每天总是按时上班，下班却

比别人走得晚，默默无 闻地 奉献 着自 己的光和热。多

年来，全家人很少吃上 几顿 象样的饭 菜，然而，经她亲

手承办的上千份报表，却从未出 现 过差错。有段时间，

医生曾怀疑她患的是子 宫癌，领导和同志们都劝她住

院治疗，家里人 更是忧心忡忡，但她却一直强抑心 中的

痛苦，照常坚持 工 作。一次，她因工作急需下 乡，但

病情突发，身体 难于 支撑，她只好去医院拿点药以 备

万 一，刚 走到医院门口 就昏倒在地，多亏过路的同志

把她抬进医 院抢救， 才转危 为安， 当她醒过来后， 第

一件事就询问： “下 乡的工 作安排好 了 没有？”当她

的病情稍一稳 定，就 出 了院，带 病坚持工作。周家喜

同志就是这样把革命工作 维 系心头，把个 人安危置之

度外， 长年累月顽强工 作，直到 1980年 4 月，病情严

重恶化， 才不得不住院治疗， 做 了 子宫全切除的大手

术。身体恢复期间，正赶 上年终决算，她又拖着没有痊

愈的身子边吃药边上班，领导 和同志们都劝她休息，

她十分感激地说：“我因住 院加重 了同志们的负担，

又给工作带来了影响，现在，我应 该加把劲把耽误的时

间弥补回 来。”这次 大手术后，她身体 状况稍有好转，

工作干劲 更足 了，出院到现 在连节假 日都很 少休息。
也许人们会问，一个普普通通的 女 同志，一个年近半

百的中年知 识分子，是什 么 力 量鼓舞着她为了革命的

事业舍得这样拼命去干呢？在她的工 作日记上，我们

找到 了这样的话： “做 事业 的 强者是我最大的追求”。
正 是这种内在的动力，使她在 严重疾 病折磨、繁重家

务连累的情况下，克服了重 重困难， 为革命工作奋不

顾 身。家里的父母 夸她是孝顺的好女 儿，丈夫称她是

贤惠的好妻子，小孩赞 她是 慈爱的好妈妈，领导和同

志们称她是 “单位 的陆 文婷”。近年来，她年年被评 为

先进工作者，198 3年被 评为县优秀党员，选为长沙市

人民代表， 1986年，县妇 联还评她为浏阳县的 “女强

人”。

（湖南省财政厅 供稿，本刊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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