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该县农财队伍里形成了团结互 助，你追我赶，谁 也

不甘落后的好风气。为了加强对农财干部 的 管理，省

里还统一规定对农财员的工作半 年 一 考评 . 年终一总

评的制度，按照思想表现，完成农业 税 的进度，回收

周转金的比例， 扶持项目的多少和效益等内 容，评出

一、二、 三等，给予荣誉奖或物质奖励. 鼓励他们积

极工作。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检验，我省招聘的农财员.

大都是符合条件的，他们生长在农村 ，熟悉农村情况，

安心农村工作。

二、 发挥农财员的作用. 管好用好支农资金。 农

财工作面广量大，基层配备了农财员，大 大 加强了支

农资金的管理，提高了资 金 使用效益。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 加强了支农资金的 管理。有了基层财政所和

农财员，资金能跟项目走，由农财员监 督拨付。 对效

益不大的项目，农财员有权建 议 上级及时停止支援，

进行必要调整。对植树种 草、 小型 农 田 水 利 及 “三

田” 建设等农村建设项目，农 财 员都参加检查验收 .

符合质量要求的就付款，不符合质量 要 求的就不付或

少付款，充分发挥了财政部门 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刹

住了专款不专用及虚报冒 领等歪风，提 高了经济效益。

2 、 担负起农牧业税的征收工 作。农牧业税的征

收，面对千家万户，任务繁重，农财 员 走村串户 ，为保证

完成任务起了主要作用。如敦煌县除 完成每年的农业

税任务外，还组织农财员分 片 包干抓历年农业税尾欠

的清理回收，共回收入 库 尾欠76万余斤。康县24名农财

员征收代金39.8万多元，占全县 农 业税任务的87%.
并及时落实了减免政策，核 查 减 免对 象1 .506户。

3 、 加强了支农周转金的管理 和回收 工作。 我省

建立支农周转金后，到 1 984年底已 累 计 达1.1亿元。
前几年由于农村生产体制的 变 革 ， 债权债务发生了变

化，资金管理上比较混乱。全省农 财力量加 强后 . 我

们在1 982和1 983两年抓了支 农 周转金的清理工作，建

立健全了帐务和有关制度。1 983年全省 回收周转金21
7

万元， 1 984年回收623万元， 比1 983年增加2.87倍。通

渭县是甘肃有名的干旱穷困县， 1 984 年 在农财员的努

力下，支农周转金回收了51.3万元 . 比 1 983年增 加 了

近七倍。这使县领导重视了农财员的工作， 以后 县里

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都吸收农财员参加。

4 、扶持“两户一体”和乡 镇企业，促进了商品生产

的发展。全省农财员在促进农村商品 生 产 上做了大量

的工作。他们配合有关部门参与 发展计 划 的制订和项

目可行性调查。如武威地区 1 984年 由农财员直接签订

的经济合同达1，231户，年底经过检查验收 . 完成计划

的 99% ，大部分当年见效。武都 地区由各财政所直接

扶持两户一体，发放支农周 转金40多万元，其中扶持

个体户450户，联营体 66 户， 国营 和集体企业15户。

去年全省扶持乡镇企业的投 资 共 2，580万元，当年新

增产值 1.5 亿元，资金效益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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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业税征收管理处

是去年九月成立的，主管农

业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和

契税的征收管理作。一年多

来，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

的需要，配合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和农村 产 业 结 构的调

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

工作：

一、 健全征管机构，加

强征收力量。农业税处成立

以后，经报请省政府同意，

对各地县农业税征管机构的

设置和征收力量的配备做了

统一部署。要求各地、 市财

政局设农业税征管科，编制

三至四人；县（区）财政局

设农业税征管所，编制三至

五人；乡镇按任务大小，平

均按一点五人配备。到目前

为止， 全省十个地 、 市已有

六个地、 市成立了农业税征

管科，106个县（区）已有99

个成立了农 业 税 征 管所。

地、 县已配备农业税管理干

部722人，乡级配备农业税

助征员4，100人。经省政府

批准， 乡镇农业税助征员全

部按合同制干部聘用，在合

同期内与国家正式干部享受

同等待遇。如咸阳市秦都区

财政局成立的 “农业税稽征

管理处” ， 基本上实行了机

构、 人事、 经费三独立。稽

征处行政级次比局低半格，

比股高半格，对外挂牌，独

立行文；稽征处实行干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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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制，目 前已聘任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国家正式干部十

一人；在 县 财 政成 立 一级预算单位，每年核拨业务

费。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随着农业税征收业务量的

增加和工作难度的加大，没有固定的管理机构和必要

的征收力 量 是难以胜任的。
二、改进征管办法，完善征管制度。过去，我省

多数地方对纳税单位的管理采取“县局统管，一杆子

插到底”的办法，对纳税单位的任务计算、征收入库、

减免退还、超欠结算等项业务，都由县财政 局统一管

理。农业税实行户交户结后，这种管理方式，对征收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能及时给予解决，而且征收

户头多，单靠少数征收人员难以应付。为 了解决这些

问题，近两年我们在一些地方推行了县乡两级管理的

方法，即县财政局负责政策检查、 业务指导和人员培

训，乡政府负责组织征收，乡财政具体办理征收业务。

这样有利于发挥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使乡 政府把农

业税征收工作同乡村其他工作统筹安排，便于合理调

配人员，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华县财政局从

1982年起实行县乡两级管理后，四 年迈了四大步，1982

年不仅完成了当年的计征任务，还收回历年尾欠九万

多元；1983年实现了年税年清；1984年夏征一季完成

了全年任务的86%；今年截至八月底，一季就完成了

全年任务。
今年夏征中，结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农

业税折征代金办法的施行，我们在征收方式上又作了

改进，主要有：改单一的驻库征收为驻库征收与到户

征收相结合；改夏秋两季征收为常年征收；改单一征

收实物为代金、实物同时征收；改实行单一的经济奖

罚为思想教育与经济手段相结合。
三、建立岗位责任制，试行承包奖惩办法。去年

以来，我省部分地区借鉴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的经验，

在农业税征收工作中也试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奖惩办

法，同时结合党政机关岗位责任制的推行，对农业税

征收人员也实行了以德、能、勤、绩为主要 考核内容

的岗位责任制，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咸阳市秦都区

农业税任务248万元，到1984年初累计尾欠达到103万

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区政府于去年十月制定 了农业

税分乡承包办法，由区财政局与各乡政府签订合同，将

当年农业税任务和历年尾欠一并承包给各乡政府负责

征收。执行结果，除当年农业税任务全部完成外，还

收回历年尾欠72.1万元。大荔县财政局从去年开始对

乡农业税征收员实行岗位责任制，将任务完成情况与

工资和经费结余奖挂钩，不仅完成了当年470万元的征

收任务，还收回历年尾欠75万元，全县首次实现年税

年清。

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体会到，要做好农

业税征收管理工作，应注意以下儿点：

第一.领导要重视。近 几年，我省各级党政部门

对农业税工作都很重视。我们作过一个统 计，过去，

省政府为农业税工作专门发的文 件很少。从1980年到

今年，省政府专门为农业税发的文件就 达八件。一些

地区行署和市、县人民政府，还专门开会具 体研究部

署农业税工作。各级财政部门结合财政 体制改革，也

都把改革和加强农业税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所

有这些，对建立健全机构，充实基层征收 力量，顺利

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都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第二，要广泛宣传政策。农业税实行 分户交纳和

改征代金以后，以及对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的有关政

策等，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今年 我省在夏征

期间，先后通过省电台、《陕西日报》、《 陕西农民报》

和《 财政简报》 等，对农业税有关政策进行了多次宣

传。多数县也都注意了政策宣传，如地处秦巴山区的

平利县，在夏征前由县政府召集各区、乡长会议，专

题讨论贯彻农业税折征代金和贫困地区农业税减免的

有关政策，县广播站还开辟了“农业税政策宣传”专

题节目。从而使积极履行纳税义务变成了群众的自觉

行动。
第三，要互通情报，及时推广交 流先进经验。农

业税征收工作量大面广，情况复杂，需要有统一的政

策作指导，又需要先进的经验来引路。这两年，我们

在工作中注意上下左右沟通情况，并及时推广交流先

进经验。去年上半年，按财政部的要求.在开展全省

农业税计税土地和农业实产量 清理登记工作时，先召

集专门会议讨论调查方案，学习 调查表 格 和统 计方

法。工作中又编印问题解答和经验材料，通过《 财政

简报》印发至地、市、县（区）、乡，对保证工作质

量，推动工作进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年配合农林

特产税的开征和农业税折征代金，我们又编发了《 农

林特产税问答》，编印了《 农林特产税政策 汇编》 和

《 农业税折征代金资料汇编》，既为基层提供了学习

资料.又起到了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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