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对企业的态度，哪里有问 题就到哪里去，主动为企

业出主意，献计策，当参谋。县坩埚厂一度 流动资金

周转不开，生产急需的原材料不能及时购回，企业陷

于停产倒闭的绝境。他们发现后，及时从预算内财力

中给该厂调剂 5万元借款，使企 业由亏损边缘户转变

为盈利户，半年实现利润3.5万元。

四、 大胆改革不适应新形势的管理办法和制度，

开拓生财、聚财之道。他们在促产开源的实践中，紧

紧抓住一个 “活”字大作文章，只 要对生产有利，能

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事，就积极去办。在资金分配上，

他们将单纯拨款改 为拨、贷、借并举，将财政掌握的

“五小”分成资金，由原来一次性补助办法改为借、

贷、拨、补四种，与效 益 紧 密挂钩，并签订使用合

同。另外，他们还从预算内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发

展生产周转金。1985年以来，县财政共从 “五小”分

成和预算内资金中拿出29万元资金，从其他渠道筹集

32万元资金，解决了10户重点企业22个 生产项目的资

金急需，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

五、严格把关，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过去

财政给企业投资，一 般 都 是 根 据企业书面或口头申

请，确定项目后即办理拨款手续，至于投资项目是否落

实，效益如何，财政很少过问。1985年，他们在改革

资金分配方式的同时，认真总结了1984年县酒厂和坩

埚厂申请购置设备，财政拨款后因用款单位原料、销

路问题不落实，原定项目一风吹的教训，改进了工作

方法。凡是用于企 业发展生产的款项，财政部门都要

到现场逐项落实，并同企业和主管部门一起进行可行

性研究，然后共同审定。用款合同签定后，还要深入

企业及时检查监督，帮助企业增强责任感和效益观。

经济与管理抓改革  挖潜力  

改变企业面貌

桂林市二轻工 业局

我们桂林市二轻工业局、手工业联社，为了贯彻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对本系统内所属单位各项

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做了认真

的调查研究，摸清本系统的现状是：生产任务不足的

单位多，企业资金困难的多，产品质量平庸的多，设

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多，不少企业程度不同地背上负

债多、产 品积压、设备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不高的包

袱。为了改变生产徘徊不前、利润减少，亏损增大的

困难局面，从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我们制定了“解

放思想，广开门路，提高效益，振兴二轻”的战略决

策，充 分利用扩大企业经营自 主权的有利条件，把

挖掘内部潜力，抓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产品结构三

个 层次的改革作为工作的重点，取得较好的成绩。我

市二轻系统，1985年 1 至 7月与上年同期比较，工业

总产值增长 26.14% ，销售收 入 增长 53.58 % ，上缴

税金增长49.66% ，实 现利润 增长 2.36 倍，亏损额下

降 64.56% 。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打破行业界线，开展多种经营。市场变化和

改革的发展趋势，使我 们认识到，搞活二轻企业，光

抓工业生产不抓多种经营不行，必须把调整经济结构

作为二轻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桂林是我国

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而住房难、吃饭难、买物难又

比较突出的实际情况，以及二轻工业点多面广的特

点，我们提出“因厂制宜，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

方针。全系统职工积极响应，挖掘厂房、设备、劳动

力的潜力，发展多种经营。桂林被服厂，精简编制，

压缩人员14%，抽出60多人发展第三产业。他们将办

公楼腾出来办招待所，医务室、食堂、幼儿园、礼堂

均对外开放，并 利用厂内空地做停车场。他们还组建一

个贸易公司，从事旅游生活服务，把企业办得很有生

气。一年来，先后接待 4 次全国（区域）性会议，受

到客人好评。1985年该厂第三产业共承包利润20多万

元。到1985年 6月止，全系统已兴办服务公 司、商

店、旅社、餐馆等第三产业单位86个，营业收入1，437

万元，实 现利润71万元，上交税金22万元。

为了促进第三产业健康发展，我们为基层单位配

备了财会人员，并进行业务培训，建立了会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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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簿及报表制度，拟定了本市二轻系统“第三产业财

务管理暂行规定”和商业旅游业会计核算办法，使企

业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二、从企业实际 情况出发，采用“分、划、建、

带”的方法，对所属企业的生产规模、管理体制进行

全面调整。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我们先后把皮革

厂分为制革厂和皮鞋厂，把原第三塑料厂分为两个塑

料厂和一个皮件厂。在印刷厂内部，划小经济核算单

位，按三个车间进行独立核算。对本系 统的多余 人

员，我们组织他们利用闲置设备及厂房，相继新建了

二轻钢材改制厂、 羽绒童装 厂、教具 厂、建 材机械

厂、滑石粉制品厂等等。为了发挥本系统技术力量的

优势，搞活 生产，1984年以来，我们采取 大厂带 小

厂，国营带集体的办 法，从原有工业中 抽 出1，550人

组 建了53个小工厂，大多 数已投产，1985年 上半年

生 产 产 品120多种，产 值410万元，实 现 利 润31万

元，上交 税金11万元。这些小厂为我市二轻工业增添

了活力。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我市二轻工

业 系统压 缩人员2，575人，去从事第三产业和创办小

工厂。这样不仅每年可为原企业 减 少工资费用309万

元，还可创造利润200多万元。
三、产品结构调整是三个层次改革中的关键。我

系统正常 生产的产品有600多种，但大多数是几十年

一贯制的“老”字号产品，缺乏竞争能力。为了打开

局面，我们从1985年 7月份起，要求所属企业填报产品

销售利润明细月报表，以便对企业逐个剖析，进行产品

调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系统从上到下研究制定

了产品发展规划，提出了“六靠”方针：即靠拳头产品

发家；靠优质、畅销产品增长；靠新产品、新技术发

展；靠物美价廉取胜；靠信息致富；靠一主多副繁荣。
四、实行分档活承包，并与厂级领导个人收益挂

钩。在总结1984年经营承包责任制时，我们感到，厂长

的个人收益没有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挂钩是造成承

包指标讨价还价的原因之一。1985年，我们把固定承

包指标改为分档活承包，使厂级领导干部的个人收益

直接随企业利润增减而上下 浮 动。在保 证国 家得大

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下，经过测算，

划分了六个档次的活承包指标，并制订出厂级领导干

部相应档次的职务津贴。企业按实现利润的多少，对

企业领导计付职务津贴，利润增长不到10%的企业，

厂级领导职务津贴取消，发出亏损的，要扣减基本工

资或者就地免职。

简讯
山东省胶南县

生猪购销两旺

生猪购销价格放开后，打破了多年来国营商业企
业独家经营的局面，一些国营商业单位由于货源减少，

亏损增加。山东省胶南县食品公司，由于大力扶持生

猪生产，稳定了货源，1985年 1 — 8 月份，共收购生

猪20.9万头，销售23.3万头，实现利润158.5万元，比

上年同期还增长16.54%。
生猪购销价格放开后，胶南县也出现了食品公司

生猪收购量迅速下降，县肉联厂吃不饱的情况。为了

扭转这种局面，县商业局及时采取措施，将食品公司

迁到肉联厂，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腾出力量，加强

对生猪生产的指导、防病、治病和预购工作。对肉联

厂的生产经营也作了改进，多生产分割肉和罐头，精

加工头、蹄、下水，大力开展综合利用。

为适应出口的需要和城乡居民肉食结构的变化，

从1981年开始，胶南县食品公司就先后从外地引进杜

路克莱、汉普夏等优良瘦肉型纯种猪233头。他们帮助

养猪专业户掌握饲养瘦肉型猪的科学方法，与养猪专

业户签订合同，规定由公司将配种生产的优良仔猪卖

给养猪专业户，并供应平价饲料，养成大猪后必须卖

给公司，公司按高于肥猪的价格收购。目前，胶南县

收购屠宰的肥猪中，瘦肉型猪已占三分之一，为增加

出口分割肉、生产罐头和供应市场提供 了充 足的货

源。1985年该公司根据市场需要，筹建了血粉车间和

骨粉车间，仅生产食用血粉一项，当年就可增加纯和

润 4— 5万元。

（本刊通讯 员）

更 正

本刊1985年12期第 9 页“简讯” 8—10行应为：

宁学平厅长、刘继生副厅长在研修班分别讲了“当前

财政工作的新课题”、“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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