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 公共房屋管理收入、 宾馆和机关招待所收入、

中小学学杂费收入 ，等等。

三是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组织管理的各项专项

资金收入：主要有基本折旧基金、 大修理基 金、企业

生产发展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等等。
四是地方和主管部门未纳入预算的企业收入：主

要有交通远洋船队盈利、以矿养矿收入、以 港 养港收

入、 地方小铁路收入，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管理体制的 改革，预算外

收入的项目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在整个财政资

金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

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国家要求，必须正确地组织

和提取预算外资金收入；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对预算

外收入的宏观控制和管理。如：预算外收入项目的增

设，要一律报经国务院或授权单位批准，各项预算外

收入要单独设帐核算，编入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财

政部将全国的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决算进行汇编，

并报国务院审核。

六、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增加财政收入是财政收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多年财政收入工作的实践经验，增产节约是增加

财政收入的根本途径。增产，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增加

产品的数量；节约，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

力的节省。在经济协调发展的 情 况下，既增产又节

约，标志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这就是说，用尽可能少

的劳动消耗和占用，取得更多更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

产品，从而为增加财政收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财政战线上

年年都作新课题  

年年都出新成果

——记徐州市财政局梁华萍同志

时 方

梁华萍同志，今年52岁，中共党员，是 江 苏省徐

州市财政 局综合计划科副 科 长。他数十年如 一日，坚

持按照共产党 员的准 则严格要求 自 己，勤勤恳恳，认

真做好组织上交给的每项工 作。曾荣 获江苏省财政战

线先进工作者和徐州市1984年劳 动 模范、优秀共产党

员的光荣称号。近几年来，他认真 学 习 党 的 方 针政

策，积极改进工 作方法，年年都 作新课题，年年都出

新成果。

1980年，梁华萍同志在企业 财务科工 作时，分管

中央和省属企业。他在审查企业财务报 表 时，发现徐

州矿 务局韩桥煤矿的营业外支出数 额较大，于 是和科

内同志五下韩桥煤矿，进行调查研究，发 现 该矿 冶炼

生铁连年亏损，经查实，10年来 共 亏损1，500万元，这

些亏损都是在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的。在弄 清上述情况

后，他 又到物资供应部门调查生铁的市场供 应情况，

了解到 当时市场生铁的供应紧张状 态已 经 缓解，从市

场上购 买生铁较自炼生铁经 济 得多。他及时写出调查

报告，建议煤矿停止冶炼生铁，并 报送省、市领导。
他的建议被 采纳，韩桥煤矿于当年七月份停 止 了冶炼

生铁，每年可减少200万 元的损失。
1982年，梁华萍同 志 在 徐 州市财 税 局一分局工

作，任 分局副局长。他在研究了 “三 财”之 道的理论

之后，选择了向商品 运转中要 财 富的课题，进行了广 泛

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 利用 业余 时 间 和 工作空余时

间，跑遍了徐州市城、郊区，调查 了商业10大 公 司的

40处仓库，几百家工厂、铁路货运站、水 港码 头、汽

车运输队，摸清了全市的货运量和运 转路线，并把调

查的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分析，又花 26 个夜晚绘制

了货物运转路线简要示意图，在这 个基础上写出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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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建议的改革货物运转综合调查 报告。这个调

查报告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商业部、江 苏 省商业

厅和徐州市人大常委会派员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落实

措施。这项建议落实后，一年可为国家节约500万元的

储运费和100万公升的汽油。

这一年的12月，梁华萍同志被抽调去搞 徐州矿务

局扩权试点的调查。在调查期间，他写 出了《 以 煤炭

为主的工业城市应解决的若干经 济政策问题》的经济

论文，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煤炭企 业和以 煤炭为

主的工业城市存在的一些问题，提 出了解决的建议。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 煤炭经 济研 究》 1983年第4

期，并在中国煤炭经济研究学会首届 年 会上被评为优

秀论文荻奖作品。这篇论文，对徐 州市、县调出煤取得

补贴款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每年可增加600万元的财力。

1983年，梁华萍同志在参加全国预 算外资 金调 查

时，发现 有些由部门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存在使用不

当，效益较差的情况，于是进行了一 些 单项调查。他

在新菜田 建设费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弄清 了 该项费用

从1980年到 1 983年间的收 、 支、 余 、 欠 和 挪、 借 情

况，发现 了资金流失的漏洞。为了贯 彻 新 菜田 建设费

专款专用的原则，堵塞漏洞、 合 理 使用资金，他提出

了：“政府管计划审批 、 部门管计划项 目 安排、 财政

管集中统筹安排资金”的建议 。 这 个建议被 市政府采

纳，仅1984年市财政就 集中管理 了新 菜田建设费约340

万元。市财政 局协同市财办将这笔款 用于蔬 菜产销体

制改革等方面 ，在解决蔬菜市场供 应 问题上起到 了积

极的 作用。

1 984年，梁华萍同志根据 他 参加 财 务 大 俭查时发

现的问题，组织人力对商业网点修建费的征收、使用

和拖欠情况进行了专题调 查。他 和 其 他同志把财政

局、建设银行、城市建设规划处、市计委、市 建委五

个部门从1982年到1984年有关 这方面的资料都搜集起

来加以 整理分析，在弄清情况的基础 上，写出了一份有

征收情况、有清理拖欠意见 的 调查报告。这个报告，

上报市政府引起市领导同志的重视。在 清收拖欠商业

网点修建费的意 见被采纳以 后，他 又 在市的统一领导

下，克服各种困难，积极组织 力量，清收 起拖欠款350

万元，并用这笔款 支持了50多个小 型 商业网点的改造

和新建项目，为搞活市场、方便群众作出 了 贡献，受

到市政府领导的表扬。
梁华萍同志很重视徐州市的财力分 配问题。他深

入地研究了徐州市预算内、外资 金的增长变化情况和

如 何综合运用好预算内、外资金的问 题，于1984年11

月份写出 了《 合理 分配财力，开发徐州 资 源 》 的调查

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后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所的一

个内部刊物选用。今年他 又撰写《 采取必 要措施，对预

算外资金加强宏观控制》的 建议，发送 给一些有关部。
近五、六年，根据工 作需要，梁华 萍同 志被调动

过五次 工作。他总是不讲条件 ，愉快 地 服 从组 织 上

的调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凡 是他分管业务

范围内的工作，不问事情大小 ，任 务难易，总 是抓 紧

一切可以 利用的时间，加班加 点 地去完成。就 是分管

业 务范围之外的工作，只 要 领导上交给他办，他也是

积极地去完成。有的同志打趣 地 问他，你成年累 月地

拼命干，为 个 啥？他 爽朗 地回 答：“不为名，不为

利 ， 为了振兴中华搞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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