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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上

他一心扑在增收节支上

林志平

董世成是上 海 市 财 政局第四分局的专管

员，负责市粮食储运公司财税工作。26年来，

他全力倾注 于 本 职 工作，廉洁奉公，兢兢业

业，曾被评为市财政局先进工作者、市财贸系

统优秀党员、1985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下面

说的是他促进企业增收节支的几件事。

一个合理化建议，节约

南调粮食大笔费用

1984年春节前 夕，在上海开往大连的客轮

上，老董眼望大海，思索起如何消化东北玉米

的问题。
1983年东北玉米丰收，当 地 仓 储 能力不

足，为 防止玉米霉烂变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决

定外调67亿斤 玉米，其中调给上海15亿斤。然

而，上海一年只需要 9亿斤玉米，超调超储 6

亿斤玉米。上海港的吞吐是超负荷的，这样做

不仅使市粮食储运公司增 加1 700多万元费用，
而且还要挤掉东北许多原材料的南调计划，使

上海港再延长已经超限的轮船停泊时间，增加

罚款支出。能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解

决这个难题？老董回想起前些日子报纸上曾报

导国际市场上玉米紧缺，价格上涨，以往每吨

玉米卖价比小 麦 低 几十 美元，现在却高10美

元，而 国 内 每 吨玉米售价比小麦低84元人民

币。倘若将东北丰收的玉米出口，不是既可解

决国内调运的问题，又可取得差价收入吗？于

是，他北上调查。
船到大连，老董先后到港口、粮库、主管

机关等单位了解玉米出口的可能性。随后又星

夜赶往吉林，了解产地的情 况。车 到 沈 阳车

站 已是半夜12点了，大雪纷飞，天冷地滑，老

董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骨。可他想到

时间紧迫，要是产地玉米一发运，再好的办法

也白搭。他忍着疼痛，当夜转车到吉林，一瘸

一拐地深入怀德地区收粮站等单位进行调查。
有人不解地问：“天寒地冻的，别人都回家过

年了，你却千里迢迢来到东北，扭伤了脚也不

歇着，图个啥呀？”是啊，图个啥？图的是不

使玉米霉变，不使国家遭受损失。正是在这四

处奔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将原来准备

调运上海的玉米改为出口的合理化建议送到了

北京，有关部门及时修改 了调粮计划，当年节

约了数以千万计的费用。

一笔经济得失帐，
确保一批工厂生产

每天下班后坐在办公 室浏览中央和地方报

纸已成为老董的习惯。1986年 2 月 7 日晚上，
他在阅读《 解放日报》的一则会议报导时，被

下 面这段文字吸引住了：上海“今年 1 月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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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由于电力 ， 工业用粮及其它原材料等

供应短缺……困难较大……轻工完成的产值比

去年同期下降4.7%。”看到这里，老董离案沉

思起来：工业用粮短缺的原因是什 么？其程度

和影响如何？应采取什 么对策？强 烈的工作责

任心，使老董的心情无法平静。春节前后，他

接连到工业用粮大户酒精厂、溶剂厂以及市轻

工、化工、粮食局等十多个单位进行调查，了

解到薯干是生产酒精的主要原料，1986年因放

开价格以及产地遭受自然灾害，价格上浮，货

源紧张，上海酒精二厂只得以玉米代替，成本

上升25%，1 月份亏损 9 万元。酒精一厂则被

迫停产。酒精的大幅度减产，直接波及轻工、

化工、医药等 行 业300多家工厂有关产品的正

常 生产。据此，老董算了一笔经济得失帐：如

果由粮食部门去产地 采 购 薯 干供应酒精厂生

产，一年要 亏 损800万元，而一个酒精厂停产

一年，不仅要减少 2 万吨酒精产量，还将影响

其他有关行业数百家工厂的生产，减少30亿元

产值和 2 亿元利 润。通过分析比较，为兼顾和

协调国家与粮食部门的利 益，老董向市政府提

出由粮油贸易公 司采购议价薯干，其亏损额由

财政补贴的书面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市粮食部门千方百计组织了 1 万 多吨薯

干，支援了酒精厂生产。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6 月初，薯干供

应再次告急。老董心急如焚，决心弄清楚薯干

供应缺口的症结。他带着干粮，冒着高温，奔

赴阜阳、合肥、蚌埠、南通港等地的十多个单

位进行调查，前后只花了 4 天时间，取得了详

尽的调查资料。在 南通港他调查证实了产地出

口薯干 5 万吨，以致造成上海工业用薯干严重

短缺的情况。通过算帐老董发现产地出口薯干

每公斤成本0.55元，而 当 时国际市场上卖价仅

0.35元，每公斤亏损0.20元，属高亏产品。若

提供国内工业生产化工、医药、轻工产品，每

公斤可增利4.50元，是原料价值的 8 倍多。8

月份他及时写信向中央 领 导 同 志反映调查情

况，呼吁解决过多出口高亏产品薯干，造成工

厂停产，经济损失严重的问题，并建议中央有

关部门加强协调，促进建立上海市与安徽省购

销薯干的长期协议。9 月，在上海市和安徽省

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两地在沪签订了薯干

购销协议，共调运 4 万吨薯干供应上海生产酒

精。老董的合理化建议，不仅使上海酒精一、
二厂料耗比使 用 玉米降低13%，节粮520万公

斤，产品成本下降25%，反亏为盈520万元，而

且由于上海酒精生产任务的超额完成，确保了

轻工、化工、医药等一系列 工厂生产和利 润任

务的完成。
一条改革路子，

推动扭亏增盈千万元

市粮食储运公司担负着上海粮食购销调存

的重任，系政策性亏损单位。多年来，上海口

岸 进口粮食压船压港严重，转运站平均每月压

港的粮食达11万吨，亏损数百万元，成为“老

大难”问题；公司亏损额逐年上升，形成企业吃

国家“大锅饭”的局面。老董一直在想，怎样

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把企业的潜力发挥出来？
经过反复测算，1984年 9 月，老董提出对市进

口粮食转运站，试行核定压港定额，节约费用提

成的办法，核定每月压港的粮食定额为 93 800

吨，如果实际压 港吨数低于定额数，每天每吨

提成一分七厘。经市财政局批准，当年10月实

施这一办法后，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调

运部门也千方百计地做好车船衔接工作，扩大

外轮外档过驳，增加直调直拨，加快了疏导压

港压船的速度，使每天粮食的运输量增加近一

倍。1984年四季度，每月实际 压 港粮食33 900

吨，比定额降低36%，减少亏损285万元，1985

年老董本着先进合理的原则，又提出 将每月压

港粮食定额修订为 6 万吨，定额以内节约的压

港费，企业可提成 3 % 的办法，并争得了企业

的同意。1986年老董和企业一起进一步修订定

额指标，将粮食压港定额由上年60%，压缩到

55%。这样一来，尽管当年进口粮食比1984年

增加47%，而粮食压港率下降50%，节约压港

粮食委托保管费支出352万元，使企业盈利128

万元，反亏为盈528万元。
为解决粮食储运公司亏损额逐年上升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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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986年初，老董和该公司的 主 管 部 门一

起提出了对该公司政策 性 亏 损 实行了控制总

额，定额补贴，减亏分成的方案并得到 了贯彻

执行。对经营平价粮油进销差价、外地调入粮

食运杂费、进销费用和储存费用等四项政策性

亏损，制订了 先 进 合 理的标准，实行定额补

贴；对附营业务收入以上年为基础，增加部分

提取40% 留成；减亏按规定比例分成。这些办

法调动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仓容潜力，
扩大粮食直调直拨的积极性。1986年粮食进销

量比上年增加17.3%，平均储存量比上年增长

14%，企业亏损金额比上年下降7.3%，压缩亏

损1 055万元，既保 证 了 市场和工业用粮的需

要，又减少了国家财政补贴。
一篇调查报告，促进

解决压港“老大难”

1985年上海压港情况严重，7 月份和 8 月

份外轮港外停泊平均每天153.4艘，最多达173

艘，紧急疏港成为 当务之急。对这个多年来存

在的“老大难”问题，老董早就结合日常工作

着手调查。1985年 9 月 4 日，《世界经济导报》

内刊发表了老董写的“解决压港问题，需政策

对头，调动货主码头积极性”的文章，文章指

出由于部门分割，浦江沿岸线分配不合理，许

多货主码头单位有疏运余力，建议制定相应政

策，鼓励货主码头单位参加疏港。这篇文章引

起了市领导的重视。9 月20日市政府成立了利

用货主码头调查组，老董被指定担任财政改革

组负责人。
为了搞好关于利用货主码头的专题调查，

老董集中安排15天时间，每天早上五点至晚上

六点，骑着自行车沿黄浦江两岸，从上游到下

游，再从下游到上游，往返路程1 000公里，共

调查 了72个单位，收集了上千个数据。他白天

调查，晚上整理材料，同调查组其他成员一起

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分析了货主码头没有充

分利用的原因，如企业职工奖金的分配办法不

合理，货主码头代客装卸成本高，收费低，收

不抵支等等，老董和其他同 志共同努力花了一

个多月 时间，写出 了《 关于利用货主码头和合

理使用岸线的调查报告》。去年 7 月，市政府

批转 了由老董起草的《上海市单位专用码头从

事社会运输业务管 理 试 行 办法》。到目前为

止，上海市 已利用10个单位的专用码头，新增

100万吨吞吐能力，相当于一个半万吨级泊位，
比吴淞口外新建码头节约投资3 000万元，节约

压港船期损失547万元。
人们说，20多年来老董一直在财税战线上

默默地贡献。是啊！从 上 面 这 些生动的事例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财税工作者一心扑在

增收节支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显著

成绩，是多么的难能可 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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