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仅三个月就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 面，去年净盈利

12.3万元，今年 1 至 7 月 又盈利 9.3 万元。
五、推动企业加速开发新产品，挖掘内部潜力多

增盈。从1982年到1984 年 7 月，我们协同市经委集中

安排了设备技措资金 873万元，重点扶植了市棉纺厂、

针织厂、磷肥厂等12个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使棉布生

产能力由原有 1万纱锭，扩大到 2 万纱锭，新增经、

纬编织物产量 1480吨，钾铨 1万吨。市针织厂增加了

纬编、成衣、印花布、人造毛布四 条工艺生产线，一年

可新增产值1，000万元，税利 100万元以上。通过不断

进行挖潜革改，不仅扩大了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开发

了新产品，促进了工艺设备改造和技 术进步，调整了

产品结构，增强了企业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近两年，

该厂共花新产品开发费 2 万余元，研制成功 11个新品

种，200多个新花色，较大幅度 地 提高了企业经济效

益。在改造后的几 年中，平均每年产值递增47.7 % ，

利润递增24.4% ，利税递增1 6.5 %。近几年来，市玻

璃厂技术改造坚持以节能降 耗为重点，完成了 4 座窑

炉的技术改造，更新了 4 台制瓶机，瓶罐品种由 3 种

发展到 10 种，年产玻璃制成品由 1.2万吨增加到 5万

吨，由于产量、质量稳定提高，重油、动力消耗不断

下降，他们在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 情况下，企业盈利

水平仍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 1 至 7 月，完 成产值比

上年同期增长 26.3 % ，实现利 润比 上年同 期增 长

16.4%。据统计，全市工业企 业近两年计划开发新产

品 102项，已 试 制 成 功 75 项，其中投入批量生产的

有5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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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

转移，行政、文教事业和

各项事业一样，也亟待发

展。但是，在这方面的资

金需要和财力的可能之间

存在很大差距。如何解决

矛盾，缩小差距，充分发

挥资金效益，促进事业发

展，是我们财政部门面临

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省文教行政财务工

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从1979年起将过去面面俱

到、平均分配资金的做法

改变为重点使用资金的办

法。省、地、县三级在保

证正常需要的前提下，适

当集中一部分可能集中的

资金，配合其他渠道的资

金.有计划、有重点，分

期分批地解决 一 些 突 出

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几

年来，我省通过这种办法

到1983年底，增加县级行

政宿舍 面 积 120 万 平方

米，缓和了县级行政宿舍的紧张 状况，改善了居住条

件；新建、改建农村中小学校舍 94.2 万间， 添 置 课

桌凳 350 万 套，
f全省约有 三 分之一的农村中小学实

现了围墙、校门、花坛、操场、水井和厕 所“六配

套”，有817处农村普通高中改为农业中学；为197处

城镇公办中学新建、翻建校 舍93.1万平方米，改办职

业中学47处；此外，帮助168处医院 翻建门诊、病房

47.6万平方米，还安排1，905万元帮助135处医院增添

或更新了一批医疗器械、设备。实践证明：这种重点

使用资金的办法，是提高资金效益，促进事业发展的

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行政、文教财务管理、资金分配

的一项重要改革。
我省重点使用资金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领导重视，专人负责是管好用好各项重点资

金的关键。为了搞好重点使用资金的工作，各地财政

部门都及时向党委、政府请示汇报，争取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各级领导对这项工作也都非常重视，特别是

对行政宿舍、农村校舍改造、医院修建尤为关注。淄

博市分管市长亲自主持召开 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

究各项重点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在集中资金进行

校舍改造工作中，各地都组织了专门班子，规定了校

舍、课桌凳的规格标准和质量要求，并深入 现场，逐

个检查验收，保证了校改的质量。

二、密切与主管部门的配合协作，是管好用好资

金的重要条件。为了使重点使用的 资 金 切实管好用

好，真正花在刀刃上，各地财 政部门都积极与事业主

管部门搞好配合协作，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如

济宁市财政局每年年初都分别同有关主管部门沟通思

想，交流看法，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研

究确定搞哪些事情，怎么搞，并积极筹集 和 分 配资

金，加强管理、监督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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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三、调查研究，摸清情况，选准重点，搞好规

划，是安排好、落实好重点资金的基本方法。对重点

使用资金的项目和要解决的问题，财政部门要有长期

奋斗目标和短期具体计划。要通过调查，摸清事业需

要、现有房屋、设备状况 及资金能力等情况，对需要

迫切、单位积极性高而资金不足的，可列 为 重 点 项

目，并深入现场落实项目规模；落实资金来源；落实

建筑材料或设备货源。在“三落实”的基础上，财政

部门再安排资金补助，协助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四、加强检查监督，坚持专款专用，是保证各项

资金用于规定用途，更好地发挥资金效益的重要环

节。各地财政部门对重点安排的项目，坚持在执行中

检查进度、质量，事后检查效果，组 织验收，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如桓台县有的 单位想要挪用行政宿舍

专款，县财政局发现后坚决予以制止，博兴县财政局

检查发现1982年省补助县医院修建病房的五万元资金

被挪用于防疫站，即采取措施，从1983年卫生事业经

费中补上，并按照规定的用途给县 医院修建了500平

方米的传染病病房。由于加强了检查监督，基本上保

证了各项资金用于规定的用途。

整党工作开展以后，财政厅党组在肯定 重点使用

资金这一做法的同时，本着边整边改精神，针对有些

项目缺乏统盘规划、零敲碎打，造成工 作忙乱的情

况，对今后各项专项经费的分配使用原则和方法， 又

作了进一步改进：

1、除县级行政宿舍、农村校舍改造、医院设备

补助仍按原计划进行外，对公办中学、县医院、文化

馆、图书馆等，采取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由省

里轮流给予定额补助的办法。每年安排的项目，原则

上年初一次安排落实。

2、权衡需要和可能，量财办事。重点使用资金

要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省里要确定近期内由省

重点补助的范围、项目、数额。地、县财力要尽先用

于重点补助的项目，统筹安排，有 余力再酌情解决其

他问题。
3、分配方法：省根据财力可能，在适当照顾地

区之间的大体平衡的情况下，先 下达控制指标（包括

项目、县数、补助 数 额），由 地、市 本 着 “择优安

排”的精神，具体研究提出方案，包括：计划给哪个

县，安排什么项目，理由、依据，自筹资金数额及来

源，报省厅审查同意后，正式下达预算指标。地、市

在落实计划中，允许对同一项目的补助经费，根据受

补助单位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剂；但医院、学校等

项目之间不能调剂挪用。为促使县财力集中使用，要

求在同一年度，同一个县内， 一般不要同时安排两个

项目。属于基本建设范围的，按基建程序办理。

财务管理
坚 持“四 管”  

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果

河南省许昌地区财政局

河南许昌地区禹县是一个较大的 半山区县。这个

县的财政部门每年平均投放支农资金265万元。1977年

以前，由于按长官意志办事的 情况严重，加之财政管

理不严，致使大量支农资金被挪用浪费。从1978年开

始，县财政局改进了支农资金管 理 办 法，采取“四

管”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1980年至1983年四

年统计，该县共投放1060.9万元支农资金，有效率达

到99.2% ，比1977年提高25.8%。 “四管”支 农资金

的具体做法是：

一、管指标。过去，财政局农财股没有把支农资金

指标真正管起来，往往是资金支出去了农财股还不知

道。后经研究决定， 将全县所有支农资金统一由农财

股管理。农财股管理指标以后，便于调查了解情况，

合理安排使用资金，把住了浪费资金的第一关。

二、管分配。所有支农资金统一由农财股根据实

际情况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分配。对用 于行政事业人

员经费、公务费的开支，年初根据单位人员的多少、

业务量的大小核定指标，由各单位掌握使用，节余留

用，超支不补；对用于业务费的开支，各单 位需报临

时预算，经财政部门 审查批准后方可开支；对用于县

以下的资金，财政局同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分配到乡，由

乡财政所管理。这样，人员经费 与 业务费分开掌握，

县直属单位用钱由县财政局监督，县以下用钱由乡财

政所监督，既防止了人员经费挤占事业费，又能达到

全面监督的作用，从而把住了浪费资金的 第二关。

三、管拨款。县农财股在农业银行开立帐户，负

责直接拨付支农资金。其好处是：一是可以保 证支农

资金的及时拨付；二是方便群众，不再为拨一笔款要

过主管部门、农财股、预算股、人民银行、农业银行

“五道关”；三是便于坚持事前调查、事中审查、事

后检查；从而把住了浪费资金的第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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