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我们在征税中正 确执行 政策，鼓励农民自销产

品，对于农民的长途贩运，只要符合税法规定，我们

就给以保护，所以，不仅本县农民积极从事农副产品

长途贩运，连广西、甘肃、河北等地的农民在完成国

家计划后，也把甘蔗、苹果、药材等农副产品源源不

断地运来我县推销，从而活跃了城乡市场，较好地解

决了群众买难卖难的问题。

2.宣传政策，解除群众想富不敢富的后顾之忧。
我们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工

商管理部门，在城乡上下采取大会宣传、印发资料、

上门宣传等多种办法，把政策交给群众。全县共印发

各种宣传资料 1 万余份，使群众消除了顾虑，放心大

胆广辟门路，促进了集体、个体经济的大发展。据不

完全统计，全县个体工商户的产值和 流转额达3，100

余万元，比上年翻了三番多，纯收入达625万余元，每

户平均1，100余元。如毛坪公社由于前一段政策不落

实，挫伤了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去年这个公社的

税务干部，配合工商管理部门，主动到被错处罚的社

员家里宣传政策，并办示范点，解除个体工商户的顾

虑，全社个体工商户由1982年的124户，发展到308户，

年产值和流转额大大增加，向国家交纳税收比1982年

增长一倍多。例如，新建大队社员谭顺时，因从事料

石生产被罚款，还被没收了汽车；井家大队社员谭喜

新兄弟利用废电瓶炼铅，也被无理取缔，兄弟俩一气

之下远奔他乡。去年这个税务干部 6 次上谭顺时家做

工作，并多次给谭喜新去信，把兄弟俩请回来，让他

们重操旧业，并扩大了生产。去年，谭顺时和谭家兄

弟为社会提供的产值达 16万元，向国家缴纳税款 1 万

多元。
3.经常检查，保证政策落实。为了把集体、个体

经济的税收政策落到实处，县局领导和职能股室的同

志经常到基层检查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如去年上半年，广西宾

阳县一个农民运来40吨甘蔗在我县城关镇销售，错按

行商贩子处理，征收临时工 商 税700元。县局听说后

立即派员到广西查明情况，做了纠正，并以 此教育了

广大干部。
三、正确引导，积极扶植

集体、个体经济在发展中，免不了会遇到这样那

样的困难，我们本着份内事积极做，份外事主动做的

精神，在提供市场信息、解决资金困难、帮助加强管

理等方面给以扶植。近两年来. 我 们先后发放了支持

社队企业发展生产周转金32.7万元，帮助资金有困难

的单位向银行联系中短期设备贷款62万元，使38个单

位在筹建和开辟生产门路中解决了一些难题。如杨家

滩税务所，发放周转金 5 万元，扶植太和公社水泥厂

添置球磨机，扩大了生产规模，年产量由原来的300

多吨，提高到8，000多吨，税款由原来的 1 万元，增

加到4.2万元。兰田 镇税务所1982年以来，帮助电线

厂等 4 个单位解决生产资金60万元，购置设备31台，

增加了以塑代木等产品，使这些单位增加产值306万

元，利润14.3万元，向国家交税增加23.4万元。

这几年，我县社队企业发展很快，为了促进社队

企业健康发展，我们每年组织近百名税务干部，结合

一年一度的财务检查和所得税清缴，帮助社队企业进

行财务整顿，建帐建制，培训财务人员。现在全县478

个纳税的社队企业都有了比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为改善社队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1983年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达12，500万元，向国

家交税369万元，比1982年增长45.8%。

税收征管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开 展 促 产 工 作

大连市税务局第三分局

我们大连市税务局第三分局现有干部职工233人，

负责全市798户轻纺、电子等工业企业和1，502户个体

经济的税收征管工作。几年来，我们在加强税收征管

工作的同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 极 促 进 生

产，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取得了一些成绩。据不完

全统计，从1981年开始，我们共搞了190余个支帮促项

目，约增加利 润3，800万元，增加税收2，100万元，支

持了轻纺工业的发展。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促产工作落到实处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

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税收工作如何按照

十二大要求，通过征收管理，促进生产发展，帮助企

业提高经济效益呢？我们首先组织全体专管员反复学

习十二大文件和赵紫阳总理提出的 十条 经济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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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以及社会主义税收理论，加深理解经济决定财政

的原理和促生产的重要意义；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

理征管和促产的关系等问题，组织全体干部开展大讨

论；并召开促产经验交流会，请在促产工作中做出成

绩的同志，谈对促产工作的认识和体会，介绍促产经

验。通过学习， 讨论和交流经验，使大家认识到：税

收工作不能只管征税，不问生产：不能只讲监督，不

讲服务；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完成

税收任务。同时，大家明确了促产工作不能只靠减免

税、搞贷款， 必须转到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

心上来，把点子打在帮助企业搞好经济活动分析，加

强经济核算，疏通流通渠道，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

低成本上。为把促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我们采取了

三项措施：第一，把促生产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

内容，纳入小指标竞赛，根据专管员促产的效果进行

记分考核，调动大家促产的积极性。第二，建立支 帮促

项目登记卡片。每个专管员凡开展的促产工作，无论

项目大小，都要进行登记，写明内容、做法、效益、

企业的意见等，便于掌握情况，总结经验。第三，及

时督促，定期检查。我们把促生产列入分局的工作计

划，认真部署，对促产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督促，

每月进行检查，使促产工作得到具体的落实。

二、开展“三小”活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从事基层税收工作，直接和企 业打：
交道，接触企

业的财务核算，了解企业的管理情况，容易发现企业

生产经营上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开展了

小分析、小调查、小建议的活动。在征管工作中，调

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分析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

题，揭露矛盾，向有关部门 和企业写出调查报告，提

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促进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

效益。从1982年初截至1983年 8 月，我们共写出调查

报告69份，其中不少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受到市政府、

有关部门和企业领导的重视，取得了较好效果。

大连市金属材料改制厂是一个生产钢锹和无缝钢

管的企业，产品质量好，销路大，年产值900多万元，

利润100多万元。1981年，在国民经济调整 中，市里决

定将这个企业一分为二，把生产无 缝钢管的车间并到

大连炼铁厂， 把钢锹生产车间并到大连衡器厂，倒出

厂房新建一个儿童食品厂。原来炼铁厂是亏损企业，

合并后，可用无缝钢管的盈利弥补亏损，避免 亏损企

业下马。专管员谭兆庶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深

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并算了几笔帐，认为金属材料

改制厂设备配套，生产结构合理，生产的钢锹是五十年

代以来的国家优质名牌产品，如果将这个厂子解体，

会造成有些设备闲置、报废。炼铁厂新建钢管生产车

间，又要增加搬迁、维修、安装费用，将浪费资金370

多万元。而金属材料改制厂的厂房结构也不适于做儿

童食品厂，还要重新改建，需投资 90万元。于是， 老

谭同志写了专题报告给市委、市政 府 领导 和有 关部

门，提出不能解体材改厂的意见，引起了市党政领导

同志的重视，几次召开会议组织有关部门 研究。会上，

多数同志坚持原方案，但老谭从国 家利益出发，一笔

一笔地算经济帐，使一些同志转了弯子，最后市领导

改变了解体材改厂的决定，避免了不 应 有 的经济损

失。
1982年 8 月前，大连电视机厂生产的电视机滞销，

积压资金600多万元，每月要支付利息2.4万元。为了

帮助企业打开销路.加速资金周转，专管员方普馨同

志用15天时间，深入农村、商店进行市场调查。他跑

了 3 个公社、 3 个大队、 9 个小队、 6 个商店，还到

了市内的几个大百货商店。通过调查了解到，农村有

90%的农户、县镇有70%的居民户没有电 视机，群众

担心的是电视机质量不好，所以想买又不敢买。掌握

情况后，老方同志向主管局写了报告，建议送货下乡，

建立农村维修点 适当搞些赊销和出租业务。主管局

采纳了这个建议，很快销售电视机2，276台。

在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我们还注意从生产结构

和生产布局上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大连市有 3 个

生产锅炉的专业厂，这些厂的无缝钢管每年都由外省

进货，最远的要从重庆进货，支出运费 5 万多元。而

我市一轻金属材料改制 厂 每 年生产无缝钢管 5 千余

吨，绝大部分销往外地。专管员了解到这 种情况后，

就写报告向市有关领导提出了锅炉生产用无缝钢管就

地进货的建议，建议被采纳后，每 年可 增 加利润100

万元。

三、帮助企业培训财会人员，提高财务管理和经

济核算水平

从 1981 年 7 月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 11 期企业

财会人员学习班，参加学习的 达540余人次，主要学

习会计原理、工业会计、财务管理、新的会计制度及

计算技术等。专管员刘炳运同志承担了厂办大集体会

计学习班的讲课任务，他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备课，

培训的63名学员中，有20余人达到了会计员水平，10

余人已担负起会计工作。

我们还帮助企业建立规章制度，改革核算方法，

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核算水平。大连电风扇厂，自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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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续两年亏损，财务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累计亏损42万元。为了扭转该厂的 亏损局面，专管员

孙贵利同志向该厂 主 管公 司提出整顿领导班子的建

议，同时深入车间， 仓库， 找老工人了解情况，研究

解决问题的措施，帮助企业建立了半成品库，制订了

出入库制度，基本上解决了产品零部件丢失的问题。

他还建议企业修改工时定额制度，改进工艺流程和加

强质量检查，使企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孙贵利同志

还同企业财会人员一起，开展二级成本核算，配备了

各工段的核算员和统计员，健全和完善了一些规章制

度，使企业经济效益有了 显著提高。1982年该厂亏损

10万余元，1983年 1— 7 月份实现利润 8万余元，增

加所得税4.5万元。
四、帮助企业搞好挖革改，增加经济效益

积极支持企业搞好挖革改，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

效益的重要途径。我们定期参加市经委主持召开的企

业技术改造会议，根据专管员了解掌握的情况，对企

业主管部门的增产措施，提出意见。
近几年来，我市服装行业发展速度很快，不仅销

售量增加，而且出口任务也有所增加，不少企业都承

担了出口服装任务，但是，由于我市服装行业设备不

足，尤其是缺少生产出口服装专用的特种缝纫设备，

影响了出口服装的质量。为了扶持企业扩大出口多创

外汇，1982年，专管员丁永安同志对服装行业的生产

经营情况进行了调查，建议对服装公司 9 户企业投放

了67万元的税务小额贷款，上了39个项目，购置了平

缝机、圆头锁眼机、打结机等服装设备，当年增加产

值1，657万元、利润262万元、税收1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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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南县税务局充分

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坚

持在支帮促、扶持生产发展上

下功夫，扩大了税源，增加了

收入，1983年，全县在税源比

上年减少 250 多万元 的 情 况

下，完成税收2，227万元，超过

年计划的6.8%。

为了做好支帮促的工作，

从去年开始，胶南县税务局成

立了专门班子，由一名副局长

负责抓促产工作，同时把支帮

促工作作为税务人员岗位责任

制的一项内容，定期检查，按

季评比。并在税务人员中，开

展了每人每年帮助企业增加收

入一万元的活动，做到了每个

税务所都有促产点，每个人都

有促产项目。

在支帮促的过程中，胶南

县税务局注意对那 些产 品 适

销，但资金不足，经营确有困

难的企业进行重 点扶 持。去

年，他们从资金上支持 152 个

企业进行了技术革新和挖潜改

造，使这些企业增加了生产，

提高了产品质量，做到了增产

增收。灵山卫乡木器厂，去年

7月转产线毯，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由于资金不

足，增添设备有困难，灵山卫税务所除按政策规定呈

报上级给这个企业减免税外，又帮助解决了 2万元的

资金，使企业更新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当年盈

利 3万余元。
针对有些企业财务管理混乱，经 济效益差等问

题，胶南县税务局认真帮助企业整顿财经纪律、健全

财务制度。王台税务所发现公社建筑队成本核算混

乱，管理漏洞多，生产费用高等问题后，主动帮助这

个企业制订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责任

制，堵塞了漏洞，降低了 生产 成 本，全年盈利108万

余元，增加税收23.3万元。他们还利用税务部门联系

面广的特点，帮助企业互通有无，穿针引线，调剂余

缺，解决产供销的矛盾。去年，藏南税务所为公社塑

料厂一次推销再生塑料30吨.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

了生产发展。
胶南县税务局在扶持企业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既

重视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更重视从宏观经济上考虑

问题，严格执行税收政策，通过征税免税，加征减征

等办法，对不同企业、不同产品，有 目的 地 进行调

节。去年，他们先后扶持短线生产项目87个，增加收

入66.5万元。县造纸厂根据市场需 要，新上了 绉纹

纸、卫生包装纸两个新产品，一时出现亏损，税务局

抽出一名得力的专管员，帮助他们加强成本核算，降

低生产消耗。同时按政策减免了税收，保证了生产正

常进行。现在，这两项新产品已批量生产.不仅填补

了省内空白，而且经济效益逐步提高，1983年，企业

增收14万元，增加税收 6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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