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辟了更多的服务领域。
二、供销社内部的分配形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现象见不

到了。过去，供销社的资金是国家的，花多花

少没人心痛。现在社员股金扩大了，再搞赔本

买卖就不好交账，因此各县普遍推行了经营责

任制，死工资变成活报酬。目前分配形式大体

有这样几种：一是浮动工资，二是联 购销计

酬，三是超利润分成和大包干，真正做到了工

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同县峰峪供

销社有一职工，吃大锅饭时一年病半年，改革

中承包了一个分销店，两 个月 没 请过一天病

假；怀仁县副食日杂公司从四月份实行浮动工

资后，人均出勤28天，月营业额达10，000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51%。

三、联营范围和内容有了新变化，打破了

独家经营的局面。目前，全区供 销 系 统已同

598个社队集体和29名农民实行联营，同27万户

专业户签订产销合同23万份，联营总值达5，163
万元。联营形式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

过去曾未有过的。阳高县供销社同4，000多户农

民联营经销蔬菜5，000万斤，价值300多万元。
灵邱县柳科供销社同柳科、塔底两个大队联营

办珍珠岩粉加工厂，供销社投资7万元，大队

投资 3万元，今年头五 个月 加 工700吨，推销

600吨，计划到年底产量达到12，000吨，总产值

达到50万元，实现利润10万元。
联营企业的兴起还促进了集镇建设，阳高

县罗文皂供销社同社队工业、个体工商业联合

办起了印刷厂、面粉加工厂、旅店、酱醋加工

厂、砖厂、家俱厂等14个经济联合体，联营总

值达54万元，可增加收入17万元，供销社可盈

利 3万元。
四、供销体制有了新变化，冲破了按行政

区域建社的老框框。右玉县有五个小社并社留

店，广灵县，左云县各合并了一个供销社，在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村，新建了19个村社、5

个分社。山阴县山阴城供销社在盛产葵花的羊

圈头、快乐村、西小河三个大队新建了村社，
大大方便了群众购销。

五、流通领域的信息网络发生了新变化，
冲破了封闭式经济的状况。今年全区建立信息

机构250个，信息人员共有1，264人，其中专职

30名，兼职824名，从外面聘请139名。通过信

息反馈，推销农副产品总值达 900多万元，采

购农民喜欢的工业品320种，共420万元。浑源

县供销社聘请本系统退休老干部26人和分布在

全国各省市的老干部36人为信息员，先后发出

信息函件366份，成交120多份，先后推销葵花

籽200万斤，粉面30万斤，蚕豆20万斤，豌豆1

万斤，麻饼30万斤，黄芪苗 2，500万株，总值

达138万元；购回木材、硝铵、大米、挂面、
彩电等总值达 152万元。

财务管理
改革经营体制  

活了流通  增了效益

蔡 尚

南充地区是四川省的生猪重点产区之一。
1979年以来，随着畜禽生产的发展，在10个县

（区）城新建了10座500吨的小型 冷库。这些

冷库和肉联厂与各 县 城原有的经营站、营业

部、加工厂机构重叠，同一县城几处宰猪，相

互调拨，宰销脱节，环节增多，费用增加，成

本提高，亏损加大。南部县冷冻厂1981年亏损

26万多元，加上县城流通环节的亏损共达71万

多元。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南充地区食品分公

司于1982年改革了食品经营体制，打破按行政

层次组织商品流通的老框框，调整撤并了重叠

的食品经营机构，把原来各县的32个厂、场、

部、站合并成18个经营机构。体制改革后，以

县城肉联厂为中心，实行就厂 收购、宰销结

合、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形式。由原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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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式，多环节、少渠道的经营体制，改为开放

式、少环节、多渠道的经营体制，把肉联厂由

过去单一生产型企业初步办成了生产经营型食

品中心，充分发挥了县城肉联厂的经济纽带作

用，扩大了业务，开拓了销路，搞活了流通，
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高。1982年这10个县城关

肉联厂和县城经营部门亏损为231万元，体制改

革后，1983年下降到83万元，比上年减亏了148

万元，扭亏64%。1984年1 —— 5月，10个

县肉联厂（包括县城经营部门）共盈利45.8万
元，又比上年同期扭亏增盈95.6万元。他们的

具体做法是：

一、直接收购，减少调拨环节。岳池、武

胜、广安、阆中、苍溪、工农等 6个县（区）

把城郊食品站与肉联厂合并后，由厂直接收

猪，减少了过去由食品站收购再转调到厂的这

道环节。1982、1983两年厂直接收购生猪20.2
万头，占屠宰总量的46%。与过去比较，每头

可节约费用1.2元，共节约24.2万元，还减少了

死亡掉膘等损失，提高了出肉率，1983年平

均出肉率达到68%以上。
二、统一屠宰，提高劳动效率。体制改革

后，既改变了原来同一县城几处杀猪，人力、

设备、能源的浪费现象，又克服了宰销脱节的

现象，由过去的时宰时停变成了常年生产，提

高了劳动效率。10个厂1983年总产值 2，792 万

元，比上年上升12%；全员劳动生产率2.26万
元，上升4.63%。岳池、武胜、广安 3个肉厂

主要经济指标，已达到并超过商业部颁发的标

准。
三、设营业部，直接供应市场。全地区有

8个县（区）把原负担县城供应的营业部（站）

并入肉联厂，由厂直接安排销售网点，保证了

肉源和卫生质量，销售量逐年扩大。1983年销

售14.8万头，占屠宰量的81%，比 上 年增销

15.6%。在旺季除满足市场供应外，合理增加

冻肉库存，既解决了“卖猪难”，又保证了淡

季供应。过去因宰销脱节，猪下水经常卖不出

去发臭变质，现在当天就能 全部 销完，避免

了损失。

四、结成网络，搞活经营流通。体制改革

后，各县（区）肉联厂与地区冷冻厂由单一的

技术协作发展到业务、经济协作，普遍扩大了

生产经营能力。1982年各县肉联厂 调出冻肉

2，060吨，1983年增至4，311吨，1984年一季度

调出量达5，490吨。同时充分利由冷藏 手段扩

大了深加工和精加工，新增分割肉、三排、三

骨和牛羊禽等20多个品种，既支援了外地的市

场供应，又促进了本地区畜牧生产的发展。
五、健全班子，精简行政人员。体制改革

后，经营机构合并，行政管理人员由 192 人减

少到112人。各肉厂普遍 实行了“厂长行政指

挥，职工民主管理”的办法。同时厂内还建立

了统一管理的分环节考核经营责任制，各厂从

收购、调入、饲养、屠宰、加工、库存，到销

售、调出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责任制。供应

市场部分，计划、业务、财务等实行单列，盈

亏单独核算，调动了各环 节增收节支的积极

性。

财务管理
积极支持农口事业

单位的改革

河北省遵化县财政局

今年以来，随着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

的传达贯彻，在我县农口事业单位掀起了改革

的浪潮。面对这场改革，我们积极而又稳妥地

进行了支持，并就财政部门如何促进改革进行

了初步探索。下面，谈谈我们的几点体会：

一、解放思想，支持改革。一开始，对农

口事业单位的改革怎样搞，我们的思想还停留

在过去“事改企”的观念上。通过学习中央一

号文件，我们认识到，财政部门对农口事业单

位的一些改革方案，不能单纯的硬按制度条文

衡量可否，而应深入到单位进行细致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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