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收节支

清查财产  
节支堵漏

山东省莱西县财政局针对一些单位存在的

财产丢失、毁损浪费现象，于去年九、十月间

对103个县直行政、事业单 位 的财产物资进行

了一次全面清查。通过清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四个：一是较普遍地存在着重钱轻物的思想。
认为公家的东西谁也带不走，丢了可以再买。
许多单位只注重货币资金的收支，忽视对固定

资产的管理。二是在固定资产的购入登记、调

拨使用、损失报废等方面，没有相应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管理制度，造 成 责 任 不清，管理混

乱。不少单位新增固定资产不登记数量，也不

登记金额。清查前所有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只

有18个实行了金额管理。三是对公家的财产物

资使用的多，爱护、管理的少，损失浪费现象

严重。如县行政管理局所属单位，1983年清查

时有公有自行车107辆，这次清理时只有38辆，

其余车辆下落不明。四是分配上存在着苦乐不

均。如办公用房，有的单位人均50平方米，有

的单位只有6.9平方米；办 公用写 字台有的单

位人均 2 张，而有的单位还有 6人无桌办公。
这次清查的结果，共核实登记入帐固定资产总

值7 239万元，比清查前新增入帐6 499万元，增

加8.8倍。
莱西县财政局清查财产的做法是：首先，

成立了财产清查领 导 小组，确 定了 清查的范

围、标准和措施，召开了动员会，要求各单位

迅速开展清查工作。其 次，边 清 查、边 建帐

卡。他们从基础环节入手，深入到每一个单位

具体协助他们对公物 逐 件 进 行盘点，登记造

册，编号喷字，建帐建卡，完善管理制度。第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好检查验收关。对

清查结束的单位逐一进行审查，逐项验收。对

重复和漏掉项目的单位，要求重新补查；对编

号、喷字、建帐立卡达不到要求的单位，进行

技术指导，要求限期达标。第四，在清查验收

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
制定了改进措施，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加强

了对公有财产的管理。  （吕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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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武邑县财政

局在财政收入逐年大幅

度增加，财政状况不断

好转的情况下，没有忘

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他们

管财更惜财，带头节约

支出。今年年初，他们

认真制定了以下 8 条具

体节支措施：

1.进行勤俭持家的

革命传统教育，以促使

每个干部职工树立起艰

苦奋斗的理财观念，全

局上下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
2.取消了原定1987 年 更 换50年代的旧桌

椅，修缮、刷新房屋，购买沙发、茶几布置会

议室等决定，走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节约资

金办事业的道路。
3.对机关 小 汽 车 实行“三定”管理，即

“定时、定油、定期保养、维修”，节约机动

车辆用油和修理费。
4 .干部职工无论下乡天数多少，一律不发

国家规定以外的补助。鼓励和提倡县内出差少

花差旅费。
5.办公用品由局机关总务部门统一购买，

未经总务部门同意，个人购买办公用品，一律

不予报销。对职工领用办公用品的数目，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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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榜公布一次，实行群众监督。
6.改进过去职工医疗费实报实销的做法，

每人每月的医疗费，控制在 3 元以内，超支部

分，要经群众审查评议同意后才能报销。
7.机关修缮事项，凡能自修的不外修。必

要的修缮，须编报预算，经局党组审核批准后

才能修缮。
8.私事打长途电话，按邮局标准收费。
上述措施在实施中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1 月份执行的结果，局机关经费比上年同期下

降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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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0年以来，赣南

老区一直被中央和省列

为扶持的重点，六年共

拨给支援经济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 金5 486万元。
我们坚持“突出重点，

相对集中”的原则，在

扶 持 对 象 上，做到择

老、择穷、择优，扶持

了19个县（市）的3 895

个项目，其中投放到种

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

的资金占扶 助 总 额的

53.9%，农田基本建设

占18.3 %，能源交通占

22.2% ，教育 卫 生 占

5.6%。按照“自 力 更

生为主，国 家 扶 助 为

辅”的方针，我们还多

渠道、多层次、多形式

地筹集资金，和发展资

金“拼盘”使用，进一

步提高了资 金 使 用 效

益。
六年来，我区发展

资金使用的效益比较明

显，主要反映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利用优势，
发展多种经营。几年来

全区扶助饲养耕牛、种

猪 3 万多头，长毛兔 2

万多只，家禽61万只，养 蜂1.8千群，新 开鱼

苗培养池1.9千 亩，养鱼110万 尾。扶 养的耕

牛，不仅解决了一万多农户缺耕牛的困难，并

繁殖小牛 3 千多头。在全区新种柑桔18.9万亩

中，用发展资 金的 就 有 8 万亩，占42.3%，
1985年产桔286万斤，增收171.6万元。同时，

还扶持改造老桔园5 700亩，每亩 平 均 增收90

元。全区扶持乡村工业701个，增值2 220万元，

获利290万元。
（二）兴办水利，改善生态环境。全区用

发展资金，扶持兴建水库、水坡、水圳排灌等

设施680座。扩大和改善了灌 溉 面积23万亩，

年增产粮食2 881万斤，促进了经济作物和水产

业的发展，同时，还用发展资金综合治理了强

度水土流失面积19万亩。兴国县龙口乡过去有

“江南沙漠”之称，全乡 7 万多亩山地，90%
的水土流失严重，通过几年的连续扶持，已治

理4.2万亩，昔日的一些荒山已经披上了绿装。
该乡芦溪村，282户，1 562人，共 有山地面积

6 700亩，其中光山秃岭6 400亩，水土流失极为

严重。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现在已全部治理

完，昔日的癞痢山现在已经绿树成萌，山变带

来了田变产量变，过去900亩稻 田 种一季还欠

收，1985年双季稻已扩大到1 120亩，粮食产量

成倍增长，人均口粮 已由1980年的282斤提高

到610斤，群众的精神面貌也 为之一新。全区

6 年植树造林408万亩，其中用发 展资金扶持

的就有115万亩，飞机 直 播79.4万亩，加快了

绿化赣南的步伐，垦复改造的10.6万亩油茶老

残林，一年就新增茶油21.2万斤。
（三）开发能源，改变交通状况。全区用

发展资金扶持新建小型水电站164座，架设输电

线路594公里，解决了 7 万多户照明和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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