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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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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央1984年一、四 号文件，财政所协助乡镇政府

先后召开了贺富大会，表彰为本 乡经济振兴作出显著

成绩的户，并发给奖金、奖镜， 从政 策上鼓励和支持

乡镇企业发展。

由于政策执行得 好， 仅三个多 月， 9 个乡镇新上

乡办企业13个，村办企 业 9 个，联营 企业21个， 出现

个体专业户489个，新增产值3，314.3 万 元，预计1984年

年末可实现利润 125.5万 元，可 缴纳税金 38.3 万 元。

2 、从资金上给予支持。隆化镇 财政所深入乡镇

企业，了解到镇第二 建筑公司由 于资金缺乏 ， 提升架

和搅拌机解决不了，不能 承揽楼房工 程：水暖件厂由

于资金不足，翻砂车间厂房无法翻修，原 料生铁不能

如数购回， 严重地 影响了生产。他们 向县财政局汇报

后，借给第二建筑公 司 2万元、水暖件厂 3 万元的周

转金，帮助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在乡财 政 所 的 支 持

下，第二建筑公司下半 年施工量增加2000平方米，产值

增加20万元，税收增加2.5万元。水暖件厂 1984 年产 值

预 计可达22万元，实现利润 5 万元，税收0.3万元。

3、从管理上给予帮助。我 县自然资源丰富， 仅

主要资源就有几 十种。 但具体到各 乡， 主要资源有什

么， 先开发什么， 从 哪儿下手，资金、人才从哪里来 ，

怎样管 理， 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为了促进商品生产

的 发展，各乡镇财 政所积极给乡镇领导当好参谋和助

手，协 助乡镇领导 选择项目，进行管理。有6个乡适宜种

植山楂， 乡财政 所就协助 乡政府分片包干，统一调整

土地，使自愿栽山楂农户的土地连成一片。户栽户管，

乡和村统一 指导，统一解决水利设 施，费 用 分 摊，

收益归己。到1984年 秋，这 6 个乡已栽植山楂50万株以

上。五 年后可逐步发挥 “摇钱树”的作用。

郭家屯镇和步右沟乡砩石和茔石资源丰富。财政

所就协助乡镇领 导，通过会议、广 播等宣传形式，广

泛宣传 “有水快流，有 矿快富”的致富门路。现在这两

个 乡 镇 有 5 个村390多户上山开 采 矿石。步右沟乡

东阿超村有24户 搞采 矿，1984年 9 月就 采矿石270吨，

毛收入达3.7万元。

4 、从信息上及时传递。发展商品经济，关 键是利用信

息，开发人才。在商品生产发展快 的乡镇中，财政所

及时把外地的经济信息和人才情况传递给乡镇企业，

并把本地乡镇企业的产品信息传递给县和其他各乡。

同时，财政所还协助乡领导穿针引线，挂钩搭桥，为

乡镇企业选能招贤。由于信息 传递及时，建所后7、8

两个月，张三营镇就较好地解决了集资和人才问题，

迅速办起乡镇企业17个，郭家 屯镇办起乡 镇 企 业 11

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问 题探 讨

对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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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

一、造成我国近

几年财政困难的症结

何在？

探讨实现我国财政经

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

应该首先对造成我国近几

年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原

因作一简要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由于在经济工作上

采取了“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实行

了一系列有成效的重大改

革措施，国民经济逐步走

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

是在财政经济方面仍然存

在着一定的困难。除了历

史的原因，经济调整、经

济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以

及近几年采取了一些特殊

的财政措施（如各种补贴

的大量增加等）以外， 造

成当前和近期财政困难的

症结，我以为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从财源上看，

主要是由于企业经济效益

低所造成的财 力 资 源 不

足。城市企业 是 工 业 生

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

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

步的主导力量，也是社会

财源的主要创造者和提供

者。目前仅城市工商企业

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

了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

上。因此，企业经济效益

的高低，对于我国经济的

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

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

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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