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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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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效果。管效果主要从四个方面管：一是坚

持实行财务会计会审，每个 季度终 了，县财政以块

块、主管部门以条条召开农口单位财务会计会审会。

发现问题，共同研究。并填写会审通知单，交会计带

回单位凭以向领导汇报，在下一次会审时要汇报上一

次会审发现问题的纠正情况。二 是 对 审批的临时预

算，要一事一清，逐笔凭证核销。三是发挥乡财政所

的监督作用，对用于县以下的支农资金，逐项落实，

逐笔监督，负责汇报投资使用效果：四是 经常不断的

深入基层、深入重点工程和专业户，了解资金使用情

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资 金 用 得 省、用得

好、效益高，把住浪费资金的第四关。

财务管理
积 极 支 持 植 保 工 作  

为 农 业 增 产 服 务

袁宏春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常会遇到各种病、虫、鼠

害的侵袭，如不及时有效地防治往往会造成减产或失

收。做好植物保护工作，是确保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

环节，也是搞好 “产中”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

年来，为了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各地财政部门积极配

合农业部门开展农业植保技术的服务工作。从1979年

至1983年全国用于这方面的 资 金共1.4亿元，每年防

治面积20亿亩/次左右，对发展农村商品 生产，增加

农民收入，起了一定的 作用。河北省植保单位1983年

承包防 治 粮、棉、油、果、菜的 病、虫、鼠害面积

2，055万亩，防治效果 达90% ，减少粮食损失8.2亿斤，

棉花8，400万斤（两项合人民币2.68亿元）。

目前，各地财政部门支持开展植保工作的主要做

法是：

一、支持建立健全植保机构。为了适应 农村经营

方式的改变，搞好植保服务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组织

形式作保证。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协助农业部门，从省

到地、县设立植保公司，乡设植保站：有的是以 县、

乡农业技术站为基础，组成植保公司或站，不增加新

的正式职工，到农忙时聘请农民技术员。这些单位的

性质，有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行独立核算，

定额补贴，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办法；有的是企业

性质，自负盈亏，财政只拨给一定的经营周转金。实

践证明，植保机构的建立.对开展 植保 技 术服务工

作，提高植保质量和经济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帮助植保单位解决必要的工作手段和工具。

植保单位一般基础薄弱，缺乏基本的工作条件。许多

地方的财政部门帮助植保单位建立了植物检验室、标

本室，购置了各种分析仪器、防治机械和运输工具，

修建了药品器械仓库等，并给予必要的经营周转金，

为开展植保技术保护工作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帮助植保单位开展技术宣传活动。要使植保

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就要使广大农民掌握这项技

术。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拿出资金，支持植保公司编

印有关药剂调配和科学用药、科学拌种的科技资料，

送给农民；同时举办植保训练班，培训农民 技术员和

技术骨干，讲解植保技术知识。有的 地区还设植保技

术咨询服务站，当场回答农民提出的技术难题。

四、帮助植保单位逐步向农户进行技术承包或技

术服务。植保单位向农户进行技术承包要 担 一 定 风

险， 搞不好就要赔款。开始，有些植保单位对技术承

包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思想顾虑，如缺 乏购置必要器械

和药品的周转资金，担心出了问题，赔不起等。财政

部门支持一定的底垫周转资金后，解决了他们的实际

困难和思想顾虑，促使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目前

各地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采取了多种 承 包形 式. 有

的对某种农作物的主要病、虫防治实行全包；有的对

某种农作物的某种病、虫害实行单项承包；有的实行

对虫害全包，对病害半包的办法，即对虫害包查虫、

包防虫、包赔偿，对病害包查病、包防治，但不包成

本，不包病害损失赔偿；还有的实行综合技术承包的

办法。对不实行承包的农户，植保单位也开展技术服

务，到户进行技术指导。但无论采取技术承包，还是

到户进行技术指导，均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五、帮助植保单位制定收费或赔偿标准及收入的

分配办法。技术承包和技术服务是根据不同农作物植

保成本的高低，确定收费标准，一般按 亩收费，或按

次按项收费。如达不到承包规定的产量，承包单位和

个人要按合同规定进行赔偿。植保公司内 部都建立了

岗位责任制，实 行定 人员、定 机 台、定任务、定消

耗、定质量等五定，在这个基础上规定了奖罚标准。
根据植保工作的特点，个人 赔偿部分一般规定不超过

赔偿费的20%。因为办法具体，责任明确，植保单位

收支相抵后，仍有盈余。其收入分配，大 体是70%左

右归公司留作增购固定资产，补充流动资金和承包基

金（以丰补歉）， 30% 左右作为奖金和集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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