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伍建设的同时，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采取

了三条措施：

一是坚持批零合一，前店后库，减少经营

环节。9 个商店全部实行按片组织店队挂钩，

生产队交售蔬菜直接送到供应点。商店与公社

领导共同组成产销领导小组，定期和不定期地

研究蔬菜生产和 市中的具体问题，及时解决

生产和销售中的问题，共同为市场负责。这样

做，方便了社员交售，缩短了蔬菜在途时间，

保证了蔬菜质量，减少了损耗，也有利于市场

平衡调剂，加快推销。
二是不断完善经营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

管理制度。他们在公司内部全面系统地进行了

建章定制，把销售、损耗、利润、资金、劳动

效率、费用等六项经济指标定额到店；把销售、

劳动效率、资金和损耗四项指 标 定 额 到门市

部。对小组和个人实行“ 拨 货 计 价、实物负

责”制。从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到每个职工都

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基本上克 服 了 当 家不理

财、吃“大 锅 饭 ”的 现象。
三是改进供应方法，维护消费者利益。蔬

菜公司为了正确执行供应政策和物价政策，在

不断加强职工教育的同时，制定了经济奖惩制

度。他们向全市公布了有关电话号码，随时处

理 群 众 来 访或电话反映的问题，接受群众监

督。为了方便群众购买，做到随进随销，每年

蔬菜旺季和冬储菜期间，他们延长营业时间，
增设摊点，除设早晚服务部外，还实行商店包

片的办法，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供应。
石家庄市的蔬菜供应工作做得较好，经营

亏损显著下降，是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分不开的。市委和市政府把蔬菜工作列

入议事日程，市委一名书记和市政府一位副市

长亲自抓蔬菜工作。市里设有蔬菜办公室，蔬

菜公司和郊区、商店、社队分别设有农商产销

领导小组。市里每年召开六至七次大型蔬菜会

议，总结检查蔬菜产销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
每年冬储菜期间，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深入

到郊区社队和商业部门，共同研究安排大白菜

收、供、储、调的方案，推动群众做好冬菜储存

工作。在市领导的重视下，全市每年社会储存

冬菜达到冬储菜总量的70%以上，减少了商业

部门的损失，也有利于全市人民安排好生活。
（根据石 家庄市第二商业局任士杰同志在商业

部紧急电话会议 发言整理）

财务管理总 结 经 验

  狠 抓 扭 亏

河北省武安县食品公司

我们武安县食品公司是个包括冷冻厂、食

品 站 等 13 个基层经营单位的综合食品企业。
1979年至1981年，企业经营比较正常，三年盈

利48.4万元。1982年由于当时冷冻厂的主要负

责人不懂业务瞎指挥，不抓经营管理，出现了

50万元的亏损，其 中 有 39万元挂帐损失转入

1983年，因而给县公司1983年的经营压上了沉

重的包袱。1983年 1 — 7月县公司虽盈利8.8万
元，但抵了上年挂帐损失后，仍 亏 损 30.2 万

元，成为全省商业企业亏损大户之一。在上级

主管部门的具体帮助下，县公司发 动全体 职

工，从分析亏损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入手，认真

改进经营管理，8 、9 、10三个月又扭亏20.7万
元。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抓企业整顿，由内行当家。针对1982年

冷冻厂盲目经营，不抓效益，造成大量经营性亏

损的深刻教训，县商业局派出工作组帮助冷冻

厂进行企业整顿，调整领导班子。免去了原厂

长的职务，任命年轻、内行的副厂长任厂长，

提 拔 了 两 名有业务专长的同志任副厂长，车

间、班组也安排了“明白人”当家。新班子成

立后，从整顿 劳 动 纪 律、建立岗位责任制入

手，狠抓收购、饲养、屠宰、保管、统计五员

的责任制，扭转了企业过去松松垮垮、管理混

乱的局面。出勤率、劳 动效率大大提高。7 月

底，全厂还有超计划亏损24万元，新班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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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8 至10月份就扭亏17.2万元。
二、抓增盈措施，广开财路。近两年来我县

生猪存栏下降，收购减少，从1982年起由猪肉自

足县变成调入县。客观情况的变化，给肉食品

经营的扭亏增盈工作带来一定困难。1983年，
县公司提出了“三少三找”的经营措施，即

“生猪经营少其他业务找，本地货源少外地弥补

找，地销利润少外销出口找”，明确了在新形

势下提高经济效益的努力方向。为了充分发挥

山区羊多、肉质好及冷冻厂有加工技术能力的

优势，我们大力开展带皮黑山羊、白绵羊羔羊

和卷羊肉的出口加工业务。去年10月底，就交

外贸黑山羊肉203吨，比1982年增加131吨，增

收13万元。为了减少调入生猪的经营性亏损，
去年第三季度，各食品站直接与石家庄、邢台

等地的十几个县的食品站挂钩，调进活猪2，200
头。由于自装自运环节少、费用低，地销后还

盈利1.4万元。我们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千方百计抓收入。如过去羊下水成套卖，收入

低，经与天津联系，分品种拆零出售，每套可

增收三角，售出40吨，增收6，000元。过去，
羊胎盘、羊苦胆、修割肉大都扔掉，现在都积

攒起来，增加收 入3，000多元。此外，公司还

新设水产批零商店，兼营 鲜鱼、虾皮等水产

品，半年就盈利1.5万元。
三、抓经营管理，重经济效益。1982年收

羊季节，由于盲目经营，忽视经济效益，羊只

大量集中，不能及时屠宰，经常有3，000多只

羊要雇人放牧，最多时 达到8，000只，平均饲

养期长达三个月，因掉膘、死亡等损失18.6万

元。1983年吸取了这个教训，抓了四项工作，
一是组织收购力量抓早抓好。各食品站提前一

个月，深入到河北、山西、河南等十几个县翻

山越岭抓收购，到10月底 就收 购黑山羊 2 万

只，比1982年同 期 翻了一番。二是抓均衡调

拨，均衡生产。厂、站签订调拨合同，日进活

羊不超过900只，库存周期不 超过三天。1983

年经营2.5万只羊，只 死 亡二只，比1982年圈

死羊减少损失0.4万元，羊只掉膘 脱肉损失减

少7.9万元。三是把好验级关。对各验级员 进

行编号，考核验级正等的水平。对羊只及时过

秤，实行单验单放，分圈管理。由于工作责任

制明确，收购正等率不断提高。四是及时安排

屠宰，进一批宰一批。经过企业整顿，职工干

劲足、劳效高，同样一班人，不增设备，不加班，
班宰能力比1982年提高50%，而且质量良好。

四、抓经济核算，提高管理水平。县公司

对各基层单位实行了“定利润、定购进、定销

售、定费用、定资金、定人员”的经营责任制，
全面考核，百分计奖，调动了职工关 心企业

经营成果的积极性。同时，加强了各站、厂的

经济核算工作，做到结转成本真实，盈亏反映

准确，核算质量过硬。对各食品站的业务周转

金实行定额管理，将国拨流动资金分配到各基

层单位，谁占用谁付息，内部调拨实行付款结

算。这样做，促使各单位注意节约资金，加速

资金周转，仅1983年第三季度就减少资金占用

40万元，节省利息2，400元。此外，我 们还对

外单位和公司家属用水、用电按实际用量收

费，节省开支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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