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筹为主，当 年 见效的一批乡镇企业。去年投资15.4
万元，支援250户乡镇企业，都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窑沟乡城湾河村 ， 倚山傍水.地少人多，全村230

口人只种200亩沙梁地，每年有 三 分 之 一劳力外出谋

生。农户杨埃文有20多口人，过去全家劳动不得温饱，

他联合八户自筹建瓷窑，财政借给资金4，500元，到今

年五月出瓷13窑，收入 3 万多，纯收入1.8万元，归还

了财政借款，还交税2，000元。由于 立 足本 地，规模

小、 投资少、见效快，成为 个体户办工业的榜样。全

村先后办起小陶瓷 、 运输、建筑等专 业户 十三户，都

已见成效。

三、 改革投资方式，加强资金管理

前些年，由于生产发展缓 慢，支农资金扶持的项

目， 基本是无 偿的，这对恢复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也出现了争要投资，不问效益的倾向。随着生产的

发展和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清水河县财政部门将部分

支农资金由无偿支援逐步改为 有偿扶持，建立了支农

周转金和管理办法。他们规定，支援的项目必须是投

资少、 见效快、有资源、有技术，市场需 要的，并且

有一定的自筹能力。对在一定期间内没有直接经济效

益的项目，如植树造林、乡间公路、 农电以及文教卫

生等，实行无偿或部分无 偿；对种草养畜、多种经营

及乡镇企业等一律实行有偿支援。对申 请 投 资 的项

目，他们坚持必须先提出可行性报告，经批准后，不论

确定为有偿或无偿，均须签定合 同并办理公证手续。

清水河是贫困的山老区，多年 来各项生产生活资

金，都是国家无偿拨给的。实行支农周转 金有偿投放

后，各级干部对回收周转金有不同的认识，加上主管

部 门 只 管 放不愿收，财政干部怕麻烦，以致1983年

到期周转金19.5万元，只回收 2.5 万元。针对这种状

况， 财政部门通过算细帐的办法，进行宣传解释，使

县、乡两级干部认识到，回收周转金是克服群众的依

赖思想，提高经济效益，为发展商品生产积 累资金的

好办法。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农村 干部和主管部门

的财务人员集中三个月进行了全面清理，做到了三查

（查项目、用途、效果）、 三清（清理 合同、帐目、

投资）、四落实（落实投资 项目、使用单位、回收部

门和归还时间）。通过清理，对债权债务落实的，补办

了合同和借款手续；对挪用改变项目的，限期收回处

理。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主管部门配合，组织

回收，进度很快。截至今年五月，回收周转 金 共46.4
万元，占到期应回收数的95.7%。

简讯
全国农业财务工作

会议在陕西户县召开

九月下旬， 财政部农业财务

司在陕西省户县召开了全国农业

财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和国务 院 农 口 各有关部门的代

表。陕西省财 政厅厅长葛涛同志参加了会议，财政部

农业财务司司长蒋乐民同志在会 议 结束时作了总结发

言。

这次会议，总结交流了1983年 全国农财处长会议

以来搞好农业财务和农业税工作的经验 . 在这个基础

上，按照中央对当前农业问题的指示和 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精神，着重研究了 如何进一步搞好改革，逐步把

农财工作转到经营管理型轨道 上来 ，不断提高支农资

金使用效益和农口企事业经营效益 ，促进农村商品经

济发展等问题。具体包括以 下七个方面：

1.在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 ，支持农村产

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促进畜牧业、水产业、林果业

和农副产品加工业 等 “短腿”有一个较大发展。

2.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分散经营 的情况下，支

持产前、产中、 产后合作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3.统筹安排、 合理分配、有 效 使 用 各项财政资

金，帮助 贫 困 地 区切实改 变落后面貌 ， 逐步治穷致

富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支持和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事业单位

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商品生产，进一步改革支农资

金的投放办法 和管理工作。

5.帮助农口企业和劳改劳教企业加强财务管理，

推动有条件的农口事业单位实 行企业化管理或向企业

化管理过渡。

6.征求对农业税改革的意见 ，讨论进一步加强农

业税征管工作，保证折 征代金改革的顺利进行。
7.加强农财干部培训，提高农财 干部素质，搞好

调查研究，沟通农财工作信息。

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努力下，会 议 体 现 了锐意改

革，开拓进取的精神。

（本刊通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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