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管理监督。除了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对社会财

力进行调节和引导外，还需要通过 立法 和必要的行政

手段进行管理和监督。目前的重点是贯彻国 务院的有

关文件规定，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对企业的预算

外资金采取 “计划管理，政 策引导”的方式，对事业

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要管得严格一些，实行由财政

专户储存的管理方式。在执行中不少地区反映，在这

方面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另外，对社会 财力的调节

手段还包括：信贷手段、利率手段、价 格手段等。

对于社会财力如何进行有效调节问题，我们还处

于摸索过程中。在使用单个调节手段方面，还是取得

了一些进展的。但是，在把各种调节手段配起套来综

合运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提高贷款利息后，

应该促使企业有加快资金周转的压力和动力。但是，

由于我们采取税前还贷办法，以及过多地由财政贴息

的措施，相当一部分的利息是由国家 财政负担了。因

此，相当一部分压力和动力被抵消掉了。由于办法不

配套，使经济杠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综合财政的核心是

我们常说的 “四平”，即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

的综合平衡。我们的综合财政工作需要围绕这个核心

来开展工作。因此，需要各级计委、财政、银行、统

计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特别是要由计委牵头，这项

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扶贫致富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

安排使用发展资金

宁夏回 族 自治区财政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支援不发达地区 发展资金的重

点扶持对象之一。1980年至1986年国家共分配给我区

发展资金1.3亿元，如何管好用 好这笔资 金，是我们

一直在摸索和研究的问题。几年来，我们根据发展资

金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 自然、经济等实际

情况，将发展资金与其他各项 支 农专项 资 金结合起

来，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水利工程建设，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

宁夏南部山区八个县（包括西海固 地区六个县、

银南地区二个县）是我国回族主要聚 居区之一。这个

地区一直干旱少雨，风多 沙大，土 地 贫 瘠，灾害频

繁，植被破坏严重，水资源 很少，地面水质差，地下

水矿化度高（一般在 5 —10克/升），大部分地区的年

降雨量在200—300毫米左右。由于 生产条件差，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群众生活极度困 难，不少地方人畜饮

水成为群众生存的首要问题。干旱年景，群众只能靠

汽车、拖拉机或牲畜往 返 几 十 里、甚至百里之外拉

水、驮水吃。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 们每年将水利工

程建设列为发展资金的重点扶持项目，七 年共计安排

3 794万元，主要 扶持了 两个项目的建设。

第一，扶持固海扬水工程建设。固海扬水工程，

是解决西海固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和改善生产条件的一

项大型骨干工程，也是为改变西海固地区贫困面貌所

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该工程1978年动工，1986年完

成。工程全长150公里，装机70 900瓩，经13级扬水泵

站，将黄河水扬程342米，设计灌溉土地40多万亩，总

投资1.73亿元，其中发展资金占11.6% ，工程完成后，

解决了15.3万人、26.2万只羊、2.8万 头 大 牲畜的饮

水问题，目前已灌溉农田23.7万亩。同心县河西乡，

是固海扬水工程灌溉范围之内的一个 乡。近年来，群

众不仅吃上了黄河水，而且全乡的6.5万亩 农 田 变成

了水浇地。粮食总 产由1980年的 241 万斤增加到1985

年的1 300万斤，增长4.4倍，全乡人均粮食 625斤。人

均收入由1980年的40元增长到1985年的263元，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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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扶持人畜饮水工程建设。 我区人畜饮水困

难地区，主要分布在西海固 地 区 的 141 个乡、544个

村，共有83.9万人，19.3万头大 牲畜和100多万只羊。

1980年以来，用于解决人畜饮 水 的 资 金为3 600多万

元，其中发展资金占36.8% 。现已建成蓄水 池（塘）

310个，人畜饮水工程32处，吃 水 机井400眼，水窖12

万眼。到1985年底，已解决38.7万人、9.5万头大牲畜

和61万只羊的饮水困难问题。同心县安排 发展资金80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75.5%），于1982年建成马家

塘人畜饮水工程， 解决39个村， 41 个 生产 队的 1.2万
人，1.1万多只羊和1 400头大牲畜的 饮 水问题，不但

改变了靠国家的救济款拉水吃的状 况，也 给这个地区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如 高岭村，1982

年前，国家每年救济这 个 村 一 至二万元，用于买水

桶、购胶囊、补油料费等，帮助解决群众吃水困 难问

题，其结果是花钱不少，仍无水吃。人畜 饮水工程建

成后，这个村的群众不再为吃水发愁了，他们 一手抓

粮食、 一手抓多种经营，经过几年的努力 奋斗，1985

年人均产 粮700斤，人 均 收 入300元，是1981年的10

倍，提前实现了国务院 “三西” 领导小 组提出的 “七

五”期间人均收入300元、人均有粮600斤 的目标。随

着生活的改善，群众精神面貌也发生了 很大变 化，他

们办起了文化娱乐室、图书室、电影放映队 等，活跃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二）抓林草建设，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西海固地区农业生态遭到严重 破坏，农

业生产失去了大自然的屏障。历史经验证明，西 海固

地区没有良好的生态，就不可能有稳定的 农 牧业生产

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也 将是一

句空话。因此，大力种草种树，恢复植被，是我区财

政支农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1980年以来，我 们 从发

展资金、 “三西”资金、和穷困低产县投资 等资金中

拿出9 500多万元（其中发展资 金1 383万元）用 于 林

草建设，使山区林草面积由1980年的53万 亩，发展到

1985年的602万 亩，增 长10倍。户均有 林14.2亩，有

草7.3亩。

西吉防护林工程是 “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援粮项目 之一。工

程建设从1982年开始，1985年提前一年完工，四年造

林种草156.2万亩，接受援粮1.9亿斤，地方财政 安排

配套资金1 973万 元，其 中 发展 资 金1 353万元，占

68.6%。这一工程实施后，产生了明显的 生态效 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一、全县土壤侵蚀总量明显

减少。据有关科研部门进行的预报方程计算，全县坡

面、 沟头的土壤侵蚀总 量 由1981年的1 487万 吨降低

到565万吨，下降62%%。第二、 农 村 燃料奇缺状 况得

到缓和。据测算， 1985年可 为 农村提供 生活燃料4.5
亿斤，占全县总需要量5.6亿斤的80.4% ，加上 全 县农

户节柴灶的基本普及和国家供煤植薪等措施，大多数

农户不再为烧柴发愁，部 分 农 户 还有少量的燃 料积

存，铲草皮、 挖草根的现象基本停止。第三、畜牧业

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1985年全 县人

工牧草产量达 3 亿斤，占全县牧草总产 量 的48.7% ；

家畜饲养量达到54.3万个绵羊单位，其中大家畜饲养

量达7.68万头，比1983年增长20% ，牛羊猪肉总产量

达376万斤 ，比 1981年增长88.9% 。第四、促进了 粮食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农业耕地面 积由1981年

的270万亩退耕还林还牧90万 亩 的情 况下，1985年粮

食总产达到 1.6亿斤，比1981年增长67.8% ；人 均产粮

507斤，比1981年 增 长41.8%%%；人 均 收 入 127 元，比

1981年增长27.6% 。

（三）抓文化教育，加速民族地区的人 才培养。

我区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文 化落

后，教育质量差，人才奇缺。特别是西海固 地区，由

于技术人才的缺乏，直接制约着生产力的 有效 发展。

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固原地区五个 县有 大学

毕业生2 237人，每千 人 拥 有1.68人；大 学毕 业生和

在校生504人， 每千人拥有0.3人：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

的不足 2 ‰，文盲占62.2% 。由于小学入 学率 低，中

小学学生巩固率也不断下降，文盲队伍有扩大趋势。

据1984年 5 月固原地区五个县（除 泾源外）统 计，全

民企业3 000名职工中，大专文化程度仅有23人，中专

4 人，技术和财会人 员 奇 缺。西 吉县集 体企业职工

240人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77人，占 职工人数

的73.3%。全县24名厂长、书记中，小学文化水平的

8 人，初中的10人，占75% ，这样的文化结 构与企业

发展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七年来. 我们 共安排发展资

金2 065万元，配合正常教育经费，促进我区 文 化教育

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

问题。第一，投资1 395万元，用于县以下中小 学房屋

修缮，课桌凳购置和教学仪器设备购置等，从而 加强

和巩固了基层教育。第二，投资380万元，修建回民中

学五所，在重点中学附设高中民族班三处，建筑面积

达1.1万平方米，可容纳 学 生1 500—1 700人，体现了

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 化素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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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培养人才，逐步缩小和消灭民族间的不平等

做出了贡献。第三，投资200万 元，帮 助南部山区各

县建文化馆、图书馆四处；扶助 县 以 下 乡村建文化

馆、站和文化活动中心数十处，活跃了农村的业务文

化生活，为边远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条件和提供

场所。第四，投资50万元，扶持固原师专建设，加强

西海固地区师资队伍的培养，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第

五，投资48万元，帮助南部山区极贫群众搬迁到引黄

灌区安家落户后，建中小学八所，可解决2 000名儿童

的上学问题。

从近年来的发展资金使用情况看，投放的路 子是

对的，效益是明显的，促进了我区经济建 设的发展，

加快了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步伐。对如何用好发展资

金，我们的体会是：

（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导思想，这

是安排使用发展资金的出发点，也是确立发展资金投

放方向的依据。我们深刻认识到，指导思想的正 确与

否，直接影响着资金的合理使用和效益的发挥。经过

几年来不断实践和总结，在发展资金的分配使用上，

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集中资 金，

重点使用，定项投放，着重扶持对改变贫困 面貌带有

根本性的项目。另外，还要充分认识不发达的原 因和

贫困的根源，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就我区 来说，不发

达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海固地区，而西海固地区 贫困

的根源， 又在于水资源的缺乏，人畜饮水 十分困难，

加上长年开荒种田，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 极 为严

重，还有文化教育落后，人才奇缺等 等，这些都直接

影响着这个地区的农业、 工业、 文教卫生和乡镇企业

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认真抓好 种、 养、加

工项目和乡镇企业的同时，重点扶持水 利设施、 林草

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基础建设。在发展资金安排上，这

几方面开支占58% 以上，对改变我区贫困面貌起 了很

大作用。

（二）要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起 来。发展资

金的安排使用，要与党的 方 针 政 策和扶贫措 施相结

合，并以此来确定资金的投放方向。这样做，一方面

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得以实施，资金投 放上又

不致于盲目；另一方面在资金使用上可以 集中资金，

保证重点。近年来，为了尽快改变我区南部山 区的贫

困面貌，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先后制定 了 “大力种

草种树、 兴牧促农、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和 “以川

济山、 山川共济” 等一系列建设方针。为使这些方针

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我们从财力上给予积极的

支持与配合，确保各项方针 政 策 的 顺利执行。三年

来，我们把一部分发展资金，与 “三西”资金和灌区

开发资金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特别干旱、

生产生活条件最差，在正常年景也难得温饱的部分群

众搬迁到引黄灌区垦荒种植。这些群众一年搬迁，二

年打基础，三、四年解 决 温 饱，五 年后开始富裕起

来。截止1985年底，全区共搬迁群众 达 8 万人；计划

到 “七五” 末年共搬迁群众30万人。

（三）坚持主意大家出、 盘子一家端的方针。由

于现行支农资金渠道多，从1984年开 始. 我们将发展

资金与 “三西”资金、穷困低产县投资结合起 来，集

中安排，重点使用，统一管理。坚持主 意大家出，盘

子一家端的方针。具体 做 法是，每 年年初安 排计划

时，根据各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投放重点，在分 清资

金渠道，归口核定预算指标的前提下，财政和 各主管

部门共同研究，然后根据财 力 的 可 能，分 别轻 重缓

急，综合平衡后，报请政 府 确 定 下达资 金计划。这

样，既解决了一个项目多头要钱的问题，也改变了重

复投资盲目投资的状况。

简讯

山 东省中央外贸企业财政驻厂

员处在淄博市召开工作会议

财政部驻山东省中央 外贸 企业 财政驻厂员处于

1986年11月13日至 16日 在淄博市召开工作会议。会议

讨论了中央外贸企业驻厂员工作服务与监督的关系，

交流了驻厂员协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方面的经验，并评比、表彰了先进驻厂 组和先进个人。

省财政厅姚家辉副厅长在会议 总结时发言，要求各地

（市）驻厂组进一步处理好 财政监督和救活企业的关

系；处理好驻厂员与审计、税务、信贷人员的关系，

要注意相互协调工作，不要 给企业造成麻烦；所有驻

厂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反对不正 之风，要 注意提高政

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真正 起到企业的好参谋和助手的

作用。

（王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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