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水库“事”改“企” 补贴变盈余

——昭平台水库实行企业管理收效显著

宫成喜  吉艳华

河南省许昌地区昭平台水库是一座以防洪

为主，兼及灌溉、发电、养鱼的综合性大型水

利工程。该水库附属有电厂、农场、鱼场、灌

溉处、机修厂和其它一些服务性的企业、事业

单位，共有职工345人。过去，由于受“左”的

思想影响，这个水库长期不能很好发挥经济效

益，经费不能自给，靠国家补贴过日子，1978

年以前，国家每年补贴十几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 们 解 放 思

想，在经过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改事业管理为

企业管理，运用经济办法管理水库，建立健全

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调动

了各单位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1979年，水库 经 营 收 入达63万元，比

1978年增加24万元，盈余3.5万元；1 982年，经

营收入达到107万元，盈余30.1万元。从1 978年

到1982年的五年间，共实现盈余60.5万元，提

取折旧费39.2万元，减少国家补贴 155 万元。

一、贯彻以水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

过去，水库管理局单一经营的思想严重，

只抓水利灌溉，不搞多种经营，长期依赖国家

拿钱办事业，“捧着金碗讨饭吃”。1979年以

后，他们开展了“五查”活动，一查水库利用

率，水库有蓄水6.45亿立方米的资源可用于灌

溉，有养鱼水面3.5万亩，可年产35万斤鱼，收

入14万元；二查灌区五级配套，灌区五级配套

已达32万亩，按每年每亩收水费 1 元、分成0.4

元计算，每年可收入12.8万元；三查电厂设计

能力，目前发电量已达

1，200 万度，每年可收

入42万元；四查鱼苗产

量，目前鱼场每年生产

鱼苗1，000万尾，每年可

收入 5 万元；五查管理

上的浪费，粗略计算，
一 年 约 有 2、3 万 元。
通过“五查”算帐，弄

清了开展多种经营每年

综 合 收入可达 70多万

元。于是他们大讲水库开展多种经营的潜力，
大讲按经济规律办事、奖勤罚懒的原则，使职

工增强了自给的信心。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在

狠抓水利灌溉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发电、种植、

养鱼、机修、运输和其他服务性经营，很快就

收到了成效。1978年只收回水费4.5万元，1979

年上升到 11.3万元，1982年已达 27.3 万元。
1982年发电 1，720 万度，比1978年增加四倍，

收入45万元，盈利 8.8万元；孵化鱼苗 770 万

尾，投库鱼种300万尾，捕捞成鱼6.4万斤，收

入4.82万元。此 外，还 生 产了粮食、油料、

蔬菜，并植树2.3万棵。多种经营大大改变了水

库的面貌。

二、实行经济责任制，做到奖罚分明

为了搞好企业化管理，做 到 经 费 自给有

余，为国家多做贡献，昭平台水库在财政部门

和主管部门的帮助下，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成

立了企业办公室，制订了《企业管理办法》 和和

《 推行责任制的试行办法》，实行了适合水库

管理特点的生产经营责任制，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先发动群众讨论制订了安全、效益、

观测、维修、产量和产值、水电费收入、利润、

工程设备完好率等八项技术经济指标，一一落

实到各个单位、班组和个人，作为企业管理的

考核标准。然后又根据各 单 位 的 生产经营情

况，实行不同的经济奖惩责任制，按盈余、自

给、补贴的程度，划分为几种不同的提奖标准。
如收益大的提成比例低一些，收入少的提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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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一些，亏损单位提减亏增收奖，没收入的

单位提节约奖。奖金发放坚持生产人员高于非

生产人员，完不成任务、缺勤旷工、发生事故

的不评奖，并视其情节轻重，给 予 罚 款 或处

分。
实行经济责任制后，各单位职工努力挖掘

内部潜力，严格控制开支，力争超收节支。灌

溉处收取水费实行分片包干办 法，库 对 管 理

处、管理处对管理所都实行计量收费，双方严

格记帐、算帐，及时结算，1982年收费收入创

历史最高水平。1982年，局计 划 发电1，200万

度，由于电厂实行了运行超产联利奖，激发了职

工的劳动热情，实际发电1，720万度，获超产利

润4.15万元。鱼场把投库鱼种180万尾的任务承

包给 5 人，实行定额超产奖，任务完成得很好。

三、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收支制度

为了保证经济责任制的顺利实施，改变“花

钱向上要”的状况，他们根据八项技术经济指

标，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在编好岁修计划

和各项生产计划的同时，建立健全了财务收支

计划制度。财务收支计划经群众讨论和上级审

核批准后，逐级落实到班组和个人，做到人人

有计划，层层有核算。如对物资建立了计划采

购、严格验收入库、记帐保管和领发回收等制

度，减少积压浪费，做到物尽其用。为了全面

掌握计划的执行情况，合理使用资金，他们还

加强了对各单 位的财 务 分 析和检查、监督工

作。去年对一个管理段虚报冒领、贪污公款的

问题进行了检查处理，严肃了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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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1980年的秋

天，我们搞多种经营调

查时，来到了 “九分黄

土岗，一分山冲田”的

城郊公社风光二队。队

长告诉我们：“五年来

社员分配没有兑过现，

种 田 地 不 利，烧窑倒

贴钱。大锅饭吃得地不

增产，窑不冒烟。”为

了弄清烧窑到底赚不赚

钱，我们找到懂烧窑技

术的社员林本敖。他说：

“卖土那 能 不 赚 钱！

财政上如果能稍给一些

支持的话，我愿意联合

几个人，承包这个窑，

为生产队摘掉穷帽子出

点力。”我们一时拿不

定主意，因为以前只扶

持过国营企业，扶持过

集体企业，可从来没有

扶持过联合承包。我们

带着这个问题，向市局

领导作了汇报，提出帮助林本敖联合搞承包的

建议，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经 过与 队 委会 商

量，征求全队社员的意见，把砖瓦窑包给了林

本敖等五名社员。承包的结果，当年收入扣除

费用后，除交税390元，按合同 规 定交队1，500

元以外，参加承包的五名 社员 人均收入600多

元。这一年，全队社员每户平均 增 加 收 入37

元，年终分配也兑现了。

1981年，林本敖专业承包组打算进一步扩

大生产能力，添置机瓦设备，但资金没着落。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在积极支持种植业、养

殖业的同时，主动拿出2，000元支农周转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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