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这种作法，主要克服了过去直接支付现金，胡支

乱用的弊病。具体做法是，以村为单位，经民 主 评

议，按县里控制指标，由乡政府审查批准，验收后给

予适当的无偿补助
。

如种柠条一 亩，补助籽种1.1斤，

修梯田一亩，补助化肥50斤。（四）以息代助。就是

承包户向银行贷款，由国家代付利息。承包大户；人

多力量大，具有快速治理的优势，但苦于资金不足，

阻碍其治理小流域工作的开展。为了鼓励他们自筹资

金在短期内治理小流域，县里试行以息代助的办法，

规定期限两年，验收合格后，按本金计算贴息数额。

试行这种办法起到了“以一引十” 扩大治理资金来源

的作用。（五）专项补助。是指重点骨干工程和上级

下达的专项投资，要切实加强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严格监督。通过上述多种形式的扶持，每亩治理水土

流失的投资为6.37元，比承包治理前减少4.43元，大

大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治理效益。

经过几年的努力治理，偏关县 生态环境正在逐步

改善。目前流域内基本上实现了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林草覆盖率70% ，基本上达到了 土 不 下 山，水不出

沟，为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三、健全规章制度 ，加强管理

偏关县财政局针对以户承包小流域的不同扶持形

式，对支农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了一些改革，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了各种制度，加强了资金管理工作。

1.把好审查关。该县以户承包治理 小 流 域共有

9，923户，涉及千家万户，范围广 ，情况复杂，根据

这一特点，县财政局除 进行支农资金使用的一般性审

查外，还要会同主管部门核实承包户的具体情况，确

定不同的扶持形式，以免浪费资金和物资，影响经济

效益。
2.把好合同关。核准承包项目后，均由承包户和

主管部门签订合同，确定承包项目 、质量标准、扶持方

式、治理时间及双方应负的其它责任。财政部门在签

订合同中为监证单位 ，逐一审核，凭合同拨款兑现。

3.把好拨款关。凡采用“以 奖代助”、 “以物代

助”和“无 偿 投资”的，都要 坚持合同兑现，坚持

“确有物资，物资适用，群众欢迎，讲求实效”的原

则，坚持由主管部门做出计划，财政 部门凭用款计划

分别不同情况拨款，坚持由农 业银行监督支付。

此外，对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如同支农资金扶

持的其它项目一样，也加强了合同管理制度、分期拨

款制度、定期检查制 度和 竣工验收制度的管理和实

施，从而促进了治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农业财务

认真做好支农周转金

的清理回收工作

河南省财政厅农财处

我省对部分财政支农资金试行有偿支援的办法始

于1962年。但在试行中基本上流于形式，多数地方有

借无还。为了打破这种局面，1984年以来，我省各级

财政部门狠抓了支农周转金的清理回收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1984年全省共收回3，490万元，为1983年

收回金额的8.3倍，占1984年到期借款10，423万元 的

33.5%。1985年 1—8 月份又 收 回2，420.7万元，为

1984年同期收回数的3.2倍。

清理是手段，搞活资金是目的。我们在清理工作

中坚持了边清理、边回收、边使用的指导思想。1984年

至1985年 8 月底，我们又从回收的资金中拿出4，012万

元，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其中：用于扶 持 乡 村 企业

1，785万元，用于扶持“两户一体” 1，132万元，用于

支持贫困组户522万元，用于支援农村其它生产573万

元，大部分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如 沈丘 县 安 排 28万

元，解决了石槽乡毛纺厂的染整设备，使该厂每年节

约到外地搞染整的费用42万元，每米降低成本1.45元。

该厂1984年实现利润41.3万元，比1983年增长10倍；

上交税金 8 万多元，比1983年增长2.5倍。财政支援的

到期借款13.2万元，已如数归还。

实践证明，搞好清理回收财政支农周 转 金的 工

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切实加

强领导，困难就可以克服。

（一）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做 好清理

回收工作的保证。由于清理回收财政支农周转金， 涉

及的时间长、范围广、政策性强、难度较大，单靠财

政部门是搞不好的，必须有各级党政领导重视 才能完

成。尤其是县、乡两级领导重视与否，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我省新乡、 洛阳行署和大部分县、市都批转了

财政部门关于清理回收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报告和管理

办法，大部分县召开了乡长和财政所长会，各乡召开

了村干部会，不少县、 乡成立了清理回收财政 支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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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金领导小组，由县、乡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许多

地方还实行了县干部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户等办法。如安阳市各级党政领导对这项工

作都很重视，市委一位副书记、市政府一位副市长亲

自在大会上做动员报告，并经常过问该项工作进展情

况。该市所属五个县，县委书记、县长曾多次召开乡

长会议作动员部署，1984年收回支农周转金244万元，

比上年增长15倍，今年 1 — 8 月份又收回164万元，为

省分配全年回收任务的91%。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清理回收工

作的前提。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财政资金的无偿支

援，即使有些资金实行了借款办法，办了借款手续，

基本上也是有借无还。现在开展清理回收工作，不少

同志感到难度大，缺乏信心和勇气。为了提高 认识和

增强搞好这项工作的信心，我们号召各级搞农财工作

的同志，认真学习国 务院、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分

析过去重拨轻管，重放轻收，重投资轻效益，造成损

失浪费的原因，讨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好处，

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打开了清理回收工作的局面。

如南阳地区的同志算了一笔帐，如果坚持周转金有借

有还的办法，按现在国家预算安排的水平，到1990年，

全区可积累6，000—7，000万元的财政支农周转金，这

对后十年南阳地区经济腾飞，将会起很大作用。认识

提高了，清理回收工作也就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三）责、权、利相结合，是做好清理回收工作

的重要措施。要搞好清理回收工作，不仅要做好政治

思想工作，还必须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政策。在

这方面，我们的主要做法是：①清理回收的历年财政

借款全部由县、乡分成。早期借款，乡级分成比例可

以大一些，近期借款，县级分成比例可以大一些，具

体比例由各地、市自定。②根据各地经验，明确各乡

收回的借款都要全部解县，然后由县按规定确定分成

比例，将乡应分得的部分返回，以避免基层虚报回收

数字的现象发生。③为了鼓励基层同志回收的 积极

性，省里规定回收财政支农周转金可提取一定的手续

费，手续费由受援者承担。手续费主要用于改善基层

农财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和开展回收支农周转金工作

必要的业务费用，以及适当奖励清理回收成绩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④坚持收放结合，以放促收。对清理回

收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分配支农资金时逐级给予

优惠；对清理回收不好，资金使用效益差的，少安排

或不安排，也可采取抵扣应拨款项的办法回收。⑤对

无故超期不还者，按月加收10‰的超期占用费。通过

上述措施，解除了怕收回资金上交或少分配支农资金

的顾虑，调动了各级清理回收的积极性。永城县在清

理回收工作中，狠抓政策兑现，1984年收回财政支农

周转金52万元，并及时投放出去，促进了商品生产的

发展。

（四）常年抓，反复抓，是做好清收工作的关键。

近两年来，我省财政部门在清理回收支农周转金方面

作了不少工作。一是多次发通知和文件。明确清理的

指导思想、时间、范围和对一些具体问 题的 处理意

见，并不断通报各地工作情况，列表公布各地、市、

县（市）回收数字，进行督促指导。二是 层 层抓汇

报。从省厅来说，各地、 市每月两次电话向省厅汇报

清理回收工作进展情况，并结合季度报表汇审工作，

每季度组织各地、市农财科的同志专题汇报。各地、

市、县（市）或按月或按旬抓汇报，及时掌握情 况和

进行指导。三是层层搞点，转发经验，以点带面。大

部分县先搞一个乡，乡先搞一个村，通过搞点吃透具

体情况，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四是层层派人下去帮助工作。包括派人参

加下级召开的清理回收工作会议，帮助开展工作，派

人深入到工作进展缓慢 的 地 方，帮助发现和解决问

题。五是组织检查验收。为了检查落实1984年的清理

回收数字，防止虚假，大部分地、市、县根据省厅的

布置，在1985年初普遍组织了一次检查验收，主要内

容是：回收数额是否真实，是否开设了周转金专户及

建帐情况，手续费的提取比例和使用是否合理等。六

是加强部门协作。在清理回收工作中，许多地、市、

县注意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如渑池县财政局专

门召开了有关部门会议，讲明清收的目的和意义，得

到了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该县乡镇企业局将各乡镇

企业欠财政借款数额列出明细表进行催收，把归还到

期借款作为经济指标之一进行考核；县农牧局、林业

局也都指定会计专抓此项工作。
（五）充分发挥乡财政所的职能作用，是加速清

理回收工作的有效途径。据统计，我省参加清理回收

工作的乡（镇）财政干部有 六 千多 人，他们不辞辛

劳，走村串乡，奔波在清理回收的第一线，做了大量艰

苦而细致的工作。如柘城县在 1984年 9 月以前，基本上

没有回收支农周转金，乡财政所建立后，县对各乡实行

多收多留多发放的办法，调动了各乡清收的积极性，

短短三个月就收回72.2万元，居商丘地区第一位。

（六）搞好建帐建制，是巩固清理成果，提高支

农周转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环节。在清理支农周转金的

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由于过去帐目、制度不健

全，手续不完备，清理比较困难，有些借款至今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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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为了防止前清后乱，各地普 遍在 清 理 的 基础

上，加强了建帐建制工作，对巩固清理成果，加强资

金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搞得较好的 地方的主要做

法：一是充实管理力量，配备专职会 计。据部分县的

调查，各乡财政所已配备财政支农周转金专职会计人

员的约占70%，配备兼职会计人员的约占30%。二是

制定管理办法，认真贯彻实施。绝大部分县均根据财

政部的规定和省的补充规定及要求，制定了较为具体

的管理办法或施行细则，由县政府批转各乡、镇执行。

三是结合建立乡（镇）财政，训练乡财政所干部，把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管理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四是健全

财政支农周转金帐目，完备各种手续，达到“三专”、

“三有”、 “五统一”，即建立专户、专帐，由专人

管理；有借款申请书，有签订的合同书，有公证通知

书；统一帐表，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凭证，统一

报表制度，统一考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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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县位于四川 盆 周 南

缘，境内山峦 叠嶂，覆盖

着郁 郁 苍苍的茫茫林海。
然而，这并非大自然 的 恩

赐，而是我县人民 经 过十

年苦战建立起的 人 工 林。

过去一段时间，我县 森 林

资源遭到严 重 破 坏，森林

覆盖 率 从 44.3% 下降 到

B.9%%% ，生态环 境 失 去 平

衡。为了恢复良好的 生 态

环境，促 进 全 县经济的发

展，县委和县政 府 从1975

年起把林业生产作 为 一 项

战略任 务 来 抓， 取得了显

著效果。到1984年全 县 成

片造林39万亩，零 星 植树

5，000多万 株，森 林 覆 盖

率上升到22%。

在我 县 林 业 的 发 展

中 ，县财政部门充分发挥了

财政部门的职能 作 用，做

了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 作。

一、抓好综合财政，统筹安排林 业建设资金。林

业是开发性事业，见效期相对较长，资金周转较慢，

单靠县财政力量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为此，我们

广辟资金来源，从多方 面统筹安排林业建设资金。一

是增收节支，安排预算时重点保证。我们在开源节流

的基础上，本着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安

排资金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证林业建设资金。二是

建立样板林，争取上级投资和外援。我县在造林中，

坚持质量第一，先后建立 了 一 大 批高质量的林业基

地，被评为全国 造林先进单位，这在争取上级投资中

起了一定作用。1982年又争取到联 合国的援粮造林工

程，得到 无 偿投资800 多 万 元 。三是同用材单位挂

钩，争取投资，联合造林。我们会同 林 业部门，多方

联系，先后与需要 大量木材的宜宾纸厂等单位签定了

补偿贸易合同，其中，宜宾 纸 厂已投资40万元，造林

1.6万亩。四是充分发 挥基层财政 作 用，筹集造林资

金。我县巡场区财政所针对境内芙蓉矿务局大量采煤

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坑木紧缺的情况，在区公所的领导

下与矿务局多次协商，由矿务局无偿 拿出10万元资金

用于造林，既解决了一部分造林资金，又能为矿区提

供坑木， “一举两得”

二、 加强财政的监督管理作用，保证资金合理使

用。为了提高造林资金的使用效益，我 们对使用造林

资金的单位，一是监督其认真执行财务制度，保证资

金的专款专用，防止截留挪用。二 是 监督 其核算过

程，保证核算资料真实准 确 。 三 是监督资金使用效

果，帮助林业部门根据资金的不同来源设置帐簿，正

确选用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建立起一套独立核

算体系，使领导机关能及时、准确、系统了解资金的

使用情况和造林进度。同时，我们还由局长担任造林

指挥部的审计员，协同审计部门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

审计工作。由于林业的见效期较长，为使在大面积造

林中农民的收入不致减少，我们还积极帮助林场和农

户贯彻“以 林为主，综 合 经 营 ，以短养长，长短结

合”的方针。大量造林以来，县财政部门 共拿出60多

万元资金用于扶持农 民 发 展 茶叶、蚕桑、药材、烤

烟、 生猪和 奶牛等生产并补助22个林场建房以及修建

林区公路，有力地促进了农、林、牧间的紧密结合和

迅速发展。

三、协助林业部门加强经营管理和落实林业生产

责任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在造林中我们配合林

业部门采用社员投工、国家补助的办法，根据造林中

不同时期所需资金情况制定出不同的补助标准，按照

完成的造林数量、质量，经验收 合格后，采用分期拨

款的形式补助造林单位。造林单位要负责今后的抚育

间伐工作。同时，为了稳定山林权属，全县发《 林权

证》 30，527张，落实面积22.3万亩，进一步增强了干群

的信心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造林积极性。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农业财务
	认真做好支农周转金的清理回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