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签定了每年购买价值200万元 的产品 合同。随后经

有关部门检验 “美达”牌化工涂料达到部颁标准，国

家工商总局同意在全国 销售。现在， 这种产品年产量

已达1000吨。

1983年，何达中又研 制成功高级防锈防腐涂料，

成功地解决了从日本进口的船舶钢板防锈问题。在全

国评比试用中， 很多老厂研 制的同类产品刷上钢板，

经化学溶剂浸 泡后， 不是脱落 ， 就是起泡、打皱，而

他研制的涂料刷 上后， 浸泡24小时仍原封不变， 获得

了同行们的一致赞扬 ，被评 为最佳产品。1984年春天，

宜昌三三〇工程 局找 上门来， 一次 签定 船舶涂料 100

吨，价值30多万元。现在这种产品也已投入批量生产。与

此同时、他还研 制成功了楼顶、油墨、教板等项目的涂

料。

五年来， 在镇财政所 支持 下， 经过何达中的努力

钻研，210化工厂 的产品由原来的 8 种 增加到90多种，

年产各类精细 涂料1 .500吨，畅销全 国八省二十一市。

1984年上 半 年该 厂又 生产各种 涂料502吨， 完成产值

183万元， 比 1 983 年同 期增 长2.24倍， 实现税利 14.8
万元，其中已 上交财 政收入 1 3.64万 元， 占 全镇财政

收 入入库数的4 1 .6% 。

穿针引线当 “红娘”

2 10化工厂办活以后， 盛〓镇 财政所又千方百计

牵针引线， 发挥这个 骨干企业 的作用， 带活了不少企

业

原来生产电机， 米面 加工机 械的机修厂， 由于产

品滞销积压，多年 来一 直 亏 损，工人出76人减到22人。

1981年秋， 财政所根据2 10化 工厂的 需 要， 给机修厂

发放周转金5，000元，让它生产210化工厂所需的铁桶。

198 3年该厂生 产铁桶的产值 5 万多元，实现利 润7，000

元， 扭转了多年的亏损局面；1977年开办的 造纸厂，原

来以生产白纸 为主，质次 价高，累计 亏损12万多元， 被

迫于 1982年 停产， 财 政所 根 据210化工厂的需要和用

户意见， 建议造纸 厂转产 黄板纸，包装纸、 瓦楞原纸 ，

兴办制 箱厂， 与2 10化工 厂配 套。 19 83年下半年， 该

厂已投入生 产，1984年产值 达11.5万元，也开始盈利。

财政所还建议没有 定型产品 的印 刷厂为2 10化工厂印

制商标和包装箱的装璜。 1984年印刷厂实现产值27万

元， 利 润 1.5万元。

随着210化工厂 的不断 发展 壮大， 对桐油的需要

量越来越大。为了不 与大厂争原料， 财政所又建议该

厂从企业积累中拿 出一部分资金， 扶持农民发展油桐

生产。该厂近两年 已投 资2.3万 元， 扶持乡村新办和

扩建油桐基地25个。这样，既解决了企业 的 原 料 不

足问题， 又带动了全镇油桐生产的发展。全镇油桐面

积已由1981年的9，000亩发展到 现在的28，100亩，预计

三至五年内桐油产 量可 达100万 斤左 右。仅此一项，

可使农民增加收入200万元。经过财政所等有关部门共

同作工作，210化工厂还与当地78户专业户签定了加工

木制外包装箱合同。使这些专 业户增加收入 8 万元左

右

近几年，盛〓镇在210化工厂 的带 动下，已初步

形成了以化工、轻纺、建筑、矿 山开 发为重点的镇办

工业体系。镇办企业已由1979年的10个发展到1983年

的24个 ， 生产的产品已达300多种 ，行销 11个省市，产值

达到618万元， 盈 利超过34万元。1984年，镇办企业产

值突破 1 .000万元。镇 办工 业的发展，使街道、市场发

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娱乐 事业蓬勃发展；服务行业应

运而生， 整个集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乡财政
建立乡财政  经济效益增

江苏省海门县江滨 乡人民政府

1984年，在县 财政局和有关部门的 密切配合下，

我们乡于 6 月份建立了乡财政所，并实行了 “定收定

支、超收按项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

制。建立乡财政的半年来，我乡出 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新气象。

一、乡政府树立了当家理财的思想。我乡建立乡财

政，实行定收定支、收入 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

结余留用的管理体制以后，财政抓得如何，直接关系

到乡的切身利益和各项 事业的发展。乡党委、乡 政府

为了发展各项事业，较为自觉地克服了过去那种只抓

棉、粮，不 抓财政的片面性和用钱、花钱向上要的依赖

性，在抓好全乡 工作的过程中，把 财税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 ，树立了当 家理财的思想。乡里还确定由一名

乡长主管财政工作，经常关心检查乡财政 所的思想建

设、制度建设和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及

时帮助乡财政所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二、乡干部抓生财的积极性高了。乡 财 政 建 立

后， 乡党委、乡政府非常注意研究生财之道，号召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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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在生财致富上大做文章，在广辟财源上狠下功

夫，改变过去那种以催收催种为主 的单一做法。并围

绕着生财问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 措施。如把全乡

24个村划分为4个片，各片都配备了专人抓工业和 多 种

经营；从书记、乡 长到一般干 部，普遍建立了责任制

和百分考核制，把积极扶持农、副，工 三业和专业户、重

点户列为干部年终考核的主要内 容。此外，为了沟通

内外信息，搞活全乡 经济，开阔全乡 干部、群众的视

野。我乡在各地设立了信息联络点和经 济情报网，利

用各种宣传阵地，举 办了知识窗和经验栏。经过上下共

同努力，我乡工业企业从1983年的41个发展到 1984 年

的48个，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利润 达到270万元。

各种类型的专业户由年初的770户发展到 980多户， 其

中有10多个专业户办起了皮鞋、螺 丝等家庭工厂。随

着商品生产的迅速 发展，国家、集体、个人的收入都

有了大幅度的增 加，从国家这头来说，1984年我乡仅

零星税收入就 入库 15 .000多元 ，与1983年同期相比，增

长了一倍多。

三、乡干部聚财的态度积极了。自从 建立 乡财政

后，全体乡干部都很重视 聚财，都能把组织财政收入

当作自己的本份工作抓，财政所 更是把如何及时足额

组织财政收入当 作一项主要任务做。就 拿征收农业税

来讲，此项工作涉及千 家万户，面广量大，加上 1984

年农业灾情严重，要能够做到 及时 足额、手续完备地

把任务完成好， 确实困难很大。但建立乡财政后，从

乡的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关 心重视 这项工作。全乡干部

分工包片，各负 其 责，深 入 第一线既抓 粮棉生产进

度，又抓农业税征收进度。财 政所在各 方 的 共 同 配

合下，依村靠组，精细算帐到户，未 发生一笔漏帐错

帐，圆满地完 成了全乡农业税征收任务。1984年县核

定我乡各项财政收 入 指 标 是 159.54万元，实际完成

193.98万元，比 1983年增 长了34.24% ；特 别是工商税

收，年度计划是 142万元，实际完成176.44万元，占年

度计划的124.25 %；乡有资金 完成收入46万元，加上

超收分成所得3.5万元， 合计接近50万元，大大超过了

以往任何一年。

四、乡干部对用财的经济效果和支农 把 关 注 重

了。建立乡财政后，我 乡干部认识到，资金使用的好不

好，会直接影响全乡事业的 发展。因此，大家都以主人

翁姿态把好资金使 用关，坚持一切从效 果出发，管好用

好各项资金。在支持乡 镇企业和 商品生产的发展上，

坚持了重点使用和急用先拨的原则，克服了过去有钱

乱使的现象，使资金真正用到刀口上，提高了资金的

使用效益。如 我乡有个沙发厂，是 1983年刚从 劳动防护

厂分出来的。 1983年 这个厂实现产值22.4万元，实现

利润2.58万元。1984年该厂想扩大再生产，但缺少资

金，经乡财政 审核， 及 时安排给 该厂3.4万元流动资

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年底该厂实现产值101.9万
元，实现利润9.8万元，除 上交国家税收6.1万元外，

新添固定资产6.5万元，扩建厂房2，000平方米。再如，

乡卫生院 1984年建 造了一幢门 诊大楼，当时该院除自

有资金和县下拨 的专项 资 金外， 又向 乡要投资 5 万

元 ，经乡财政所到该院进行逐项核 实算帐， 核减了 2

万元，避免了盲目拨款和资金的浪费。

此外，自从建立乡财 政后，机关费用开支也节省

了，过去长流水长明 灯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在用水用

电有人管，仅此项 开支， 1984年下 半年就比去年同期

节省200多元。

乡财政
加 强 乡 财 政 工 作

促 进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河北省隆化县财政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省地财政部门的部署， 我

县于 1983年 7 月在 9 个 乡 镇 第一 批建 立了乡一级财

政。乡财政建立 后，这 9 个乡镇注意把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来抓，从各方面积极支持乡镇企业

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 、从政策上给予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乡

镇经济，开辟财源，促 进乡镇各项 事业发展的重要途

径。各乡镇财政所为 了做好支持乡镇企业的工作，对

乡镇企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入 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

现一些兴办乡镇 企业的专业户有三怕；一怕露富，二怕

上税，三怕政策变了当资本 主义尖子户 挨批。张三营镇

和郭家屯乡的财政所 主动与税务、工商管理 等部门密

切配合，在逐户访问登记时，首先向 致富户说明党的富

民政策，深入宣传乡镇、联营和个 体办的企业在开办

初期可以根据盈余情 况给以减税和免税照顾的政策；

同时宣传商品生产发展起来了，个人富裕了，积极主

动向国家交纳税款也是生产 者应尽的义务。为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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