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农场机械制造厂，原生产插秧机、机耕船，
产品质量不过关，1981年积压1，000多台。1982

年转向生产汽车和纺织配件后，现在每年盈利

70多万元。
五是加强了家庭农场的 资金 管 理。近年

来，对家庭农场承包后，国营农场的财产处理，
我们坚持“群众评议，依质论价”的做法。成

立有群众代表、财务人员和基层干部参加的评

议小组，与承包者反复商量，确定一个价格。
对于作价归私的财产价格，我们要求就一个分

场范围而言，不低于其帐面净值。对因特殊情

况，所折价款低于帐面净值的，须逐级上报审

批。作价处理的财产，承包者必须在一至三年

内还清。对家庭农场的流动资金，我们规定了

有偿占用和定额管理的办法，并要求逐步实行

自理。目前，我省家庭农场的流动资金，已基

本上做到了自理。
在加强对留场资金管理的同时，我们还加

强了财政资金的管理。近年来，我省财政每年

拨付给农场的专用拨款和周转金达 3，000多万

元。管好这些资金，不仅关系到财政资金的投

放方向和经济效益，而且还关系到农垦企业生

产力的合理布局，从宏观上正确引导农场经济

健康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十分注重加强财

政拨款的监督与管理。首先，我们坚持调查研

究，与主管部门协商，确定项目；其次，坚持

按计划、按合同、按程序、按进度拨款；最后

进行检查验收。近两年来，我们扶持农场的资

金，一般能做到专款专用，有情况、有效益，
全省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挪用或经济效益很差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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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们充分发挥乡镇财政作用，努

力管好用活支农周转金，有效地扶持了生产发

展，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一年，全县投

放支农周转金209万元，加上贴息贷款120万元、

乡级自筹资金220万元等，重点扶持乡镇企业、

村办企业、农业技术承包户、各种专业户，共

增加产值2，670万元，利润270万元，税金182万

元。在支农周转金的管理上，我们的主要作法

是：

一、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改守财之道为理

财之道。过去，我们对扶持生产发展缺乏正确认

识，在业务指导思想上曾一度出现了“四轻四

重”，即：重部门，轻基层；重拨款，轻效益；

重守财，轻生财；重回收，轻管理。由于业务

指导思想不明，我们对上级每年分配的几十万

元周转金，死守盘子，县政府安排扶持哪里，

就投放到哪里，一切按领导意志办事。结果，
工作越做越被动，造成周转金投放不准，使用

效率低，经济效果差的局面。通过端正业务指

导思想的学习，为了管好用活支农周转金，我

们决定充分发挥乡镇财政的作用。1985年，我

们对乡镇财政实行了四放权，即，放资金投放

审批权，放资金使用权，放财务管理权，放经

营管理权。通过四放权，调动了乡镇财政管理

支农周转金的积极性，搞活了支农周转金的管

理，由被动扶持生产，变为主动扶持生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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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加强管理，层层把关。过去，我们投

放支农周转金是一杆子到底，直接放到受援单

位和个人，因而形成了一级投放，一级管理，

致使周转金投不准、用不活、管不好、收不回。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我们发动财政所

干部深入调查，摸清原来投放周转金的管理使

用情况。根据调查情况和农村经 济 发 展的需

要，确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养殖业和农业

技术承包为投放的重点对象。并规定投放对象

必须具备十有的条件，即有坚强的领导班子，
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有独特的专业技术，有一

定的生产条件，有较多的自筹资金，有完善的

管理办法，有可行的调查报告，有预测的经济

效益，有市场的竞争能力，有致 富的 雄 心壮

志。另一方面，在周转金管理上，我们根据本

县的实际情况，改一级管理为县财政、乡镇财

政和主管部门三级管理，并制定了《财政周转

金管理办法》，规定县财政将周转金投放到主

管部门和乡镇财政，再由主管部门和乡镇财政

投放到受援单位和个人，层层把关，级级负责。
在资金管理上，无论是县财政，还是乡镇财政

和主管部门都做到了“三专三统一”，即：配

备专人负责，设立专用帐簿，印制专用凭证；

统一核算科目，统一会计报表，统一借款合同，
有效地保证了帐帐、帐表、帐据三相符，时间、

项目、金额三对口。
在资金的投放和回收工作上，我们坚持了

四依靠、四确定和两挂钩、两监督等。四依靠

是，依靠县委和县政府把好周转金安排使用的

总计划；依靠乡镇政府选准周转金扶持项目；依

靠乡镇财政所搞好周转金的使用和回收；依靠

主管部门加强对周转金受援户的技术指导。四

确定是，确定扶持项目；确定扶持资金；确定

回收时间，确定使用效益。两挂钩是，与乡镇

经费挂钩，逾期未完成周转 金 回 收 任务90%
的，除从乡镇经费中扣除作抵外，次年不再予

以投放；二是与主管部门经费挂钩，凡是通过

主管部门发放的周转金，逾期未完成回收任务，

则扣抵主管部门经费。两监督是，由农业银行

和乡镇营业所按周转金合同规定监督拨款；由

县、乡两级财政监督周转金的 投 放 使 用。此

外，在资金投放时，还要由债权和债务单位签

订周转金借款合同，实行法律公证。
三、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改普遍扶持为重

点扶持。过去，我们在周转金的使用上是到处

撒网，普遍扶持。结果是丢了大鱼，抓了小鱼，
重点没保证，经济效益上不去。1985年，我们

依靠乡镇财政，改普遍扶持为重点扶持，把扶

持重点放在本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上，
有效地发挥了周转金在四个重点扶持项目上的

使用效益。一是重点扶持乡镇企业。扶持乡镇

企业的发展，是乡镇财政超收的关键。因此，
我们按照以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为主，以农副

产品加工为主，以内涵扩大再生 产 为 主的原

则，1985年拿出72万元支农周转金，重点改造

和发展具有市场优势的14个乡镇企业，使这些

企业的年产值、利润、税金比1984年都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二是重点扶持村办企业。我们把

扶持村办企业当作扶贫的一项大事来抓。1985

年共投放40万元周转金，扶持了 26 户 村 办企

业，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改变了这些企业

所在村的贫困面貌。三是重点扶持养殖业。我

们利用湖区的自然优势，大力扶持养殖业。特

别是水面养鱼业。往年我县10万亩水面，年总

产鲜鱼只有13万担，亩产仅130斤。1985 年 初

我们拿出27万元周转金，扶 持 改 造 精养鱼池

2，500亩，改粗养为精养，实行科学养鱼，当年

全县鲜鱼总产量达到 5，000 担，比 上 年 增 长

25%。牧鹿湖乡财政所 扶 持 乡 办畜牧水产公

司，使该公司养鱼、养猪、养鸡收入达 2.5 万

元，甩掉了历年来的亏损帽子。四是重点扶持

推广农业技术。为了充分发挥农业县的优势，
我们大力扶持农业技术推广。1985年，我县财政

投放17万元周转金，支持推广芋麻无性快速育

苗8，050亩，移栽大田40，400亩，增加产值736

万元，并推广优良农作物种子14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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