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有关部门今后在体制、补助、机械生产上进行相应

改革外，还应重视解决现有小水电站存在的不配套问

题，以便提高现有电站的效益，达到少花钱、多办事

的目的。

三、山区县小水电补助办法急需改进。目前小水

电的补助办法主要是两个结合，即国家补助与自筹相

结合；在国家补助中有偿和无偿相结合。就一个省来

说，这种结合的办法是可行的，但就山区县来说，经

济基础差，自筹能力弱，执行这 种办 法就有困难。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房县小水电投资结构为例：总投

资1，898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60万元，占24%；银

行贷款646万元，占34%；以 电 养 电收入34万元，占

2 %；群众劳务投资758万元，占40%.从这个投资结

构看，在山区县办小水电，主要是群众自力更生。根

据山区县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将财政有偿和

无偿扶持小水电的资金合并为小水电周转金，实行有

偿扶持加奖励的办法。无论电站 装 机 大小，无论国

家、集体、个人办电，均按电站和架线总投资的一定

比例，签订合同，借给小水电周转金。投产发电后，

其收入能够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偿还所借周转金的，可

以免收一定比例的周转金。免收周转金的比例，可根据

原来无 偿投资占周转金总数的多少来确定。这样，既

照顾了山区农民办小水电的实际困难，又使国家无偿

投资能充分发挥效益。

另外，为了进一步解决小水电发展的资金需要，我

们建议，电站投产后，无论是用于生产部分的电费收

入，还是销售部分的电费收入，都应交税。这笔收入

可作为县的地方财政收入，由县财政统一掌握，根据

小水电主管部门提出的用款计划，安排用于小水电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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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商业外贸金融财务司于

1985年 3 月在桂林市召开了国营商

业、粮食企业1984年度会计决算会

议。会上初步汇总编制了全国国营

商业、粮食企业1984年度 会 计决

算。这次决算汇总工作进行得比较

顺利，是和各地财政部门领导的重

视以及会前进行了大量工作分不开

的。

会前，各地区根据财政部商贸

司的部署，大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布置汇审工作，有的还 举办 学 习

班，对决算表格的编制 进行讲解说

明。各地区在汇审中，不但初步落

实了企业实现利润（亏损）与交退

库利润（或亏损）的数字，搞 清了

商业部门和财政部门汇编的报表数

字不完全一致的原因，而且结合审

查决算，对商业、粮食企业的财务

会计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了

解，发现并纠正了一些违纪事件。
如湖南省初步统计，汇审中纠正违

纪事件可增加的财政收入 达 2，254

万元；黑龙江省审查出粮食企业违纪事件和不合理的

费用开支达 6，000万元，相应减少了财政弥补款。很

多地区为了提高报表质量还开展了评比活动。由于会

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全国决算汇总只用了 8 天时间

就顺利完成。  （王维钧）

简讯江苏省召开苏北13县

发展经济座谈会

4 月初，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沙洲县召开了

苏北13县经济发展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北13县的

党政领导同志，还有苏南10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以及

海安县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同志。会议的任务是：动员

13县和省内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发展苏北经 济，增

加收入，使13县逐步实现财政自给。
苏北13县地处苏北平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业发展很快，但由于工业基础差，乡镇企业起

步晚，县级财政还很困难，靠上级财政补贴过日子，
每年补贴金额达4，600多万元。会上经 过充 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苏北13县要改变面貌，首先要依靠自

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要着眼于办

好现有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还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当然，省级有关部门和兄弟

市、县的支持也是非 常必要的。因此会议决定，苏

南10县与苏北13县建立对口挂钩协作关系，从技术攻

关、人才培训、信息交流、产品扩散等方面给13县以

支持；苏北13县在资 源开发利用、联合办企业等方面

给苏南10县以优惠条件，做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省级有关部门要从政策、资金、物资等方面给13县以

支持，并制订了具体措施。为了加强领导，省人民政

府决定成立加快苏北13县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帮助13

县研究审定经济发展规划，总结推广经验，协调处理

有关问题。  （杨炤明  张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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