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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企业的 亏 损属 于

政策性亏损， 但 其中 也往

往被掺入一些经营性的 亏

损，因此， 应 当审查核实

后再予以拨补。 近 儿 年，

我们从加强 经常性的监交

征管工作入手， 逐 步摸索

出一些审核 粮 油价差补贴

的经验。 首先， 专管员要

熟悉补贴粮油价差的政 策

规定， 这是 搞好工作的前

提。其次，专管员不仅要到

基层粮站去审核有关的帐

表资料， 而 且还要深入到

粮店去审查有关的申报基

数和原始凭证， 这是核实

价差补贴的基础。 在具 体

核实补贴的工作中， 我们

的做 法是：（一）严格审

查补贴的范围。 在销 价不

动的前提 下， 只有新统购

价高于原统购价的粮 油品

种，才属于补贴的范围。

对那些以购价作销价的品 种，如兑换粮、周转粮、奖

售粮、返销粮、农村饲料粮，以及销 价大于购价的品

种，都不属于补贴的范围。在这方面需要 注意的是，

有的企业在申报价差补贴时，往往将一些不应给予补

贴的品种，混入城乡销售数内申请补差。（二）要审

查实际销售数量。销售数量是核 补价差的基本数据，

只有数量实，才 能准 确 地 计 算应补贴的价差金额。

（三）要审查补贴品种的单位价差金额。各补贴品种

之间的单位 价 差 是 不 一 样的，应分别计算，防止串

种、串价的差错。

我们通过上述做 法，在1980、 1981年，就剔除企

业多报粮油价差补贴150，137元，占企 业申报补贴总额

的2.32%。 1980年，有一个粮食公司就多申报不应补

差的饲料粮、 周转粮和兑换粮 等426.56万斤，达 10.49
万元；市油脂公司的一个批发部， 也将 按 购销一个价

出售的行业用菜油4，000斤， 申请 补差3，220元， 都作

了纠正。

我们在严格审查粮食企业价差 补贴的同时，还加

强了对粮食企业财产损失的审查工作。有的企业把一

些还有使用价值的物资，当作废物报损，有的企业把一

些经营性损失混同自然灾害损失一并 报损。针对上述

情况，我们对企业报上来的各项 财产物资损失材料，

凡是要报废的， 都坚持到现 场察 看，逐项检查。 在弄

清废损原因的基 础 上， 坚 持 按 以下三 条原则处理。

（一）报废的物资已 不 在，原因又不明的，就暂不签

报；（二）经有关单位技 术鉴定，凡能改 作 他 用 或

可修复使 用的，就不 予报 损；（三）经有关单位鉴

定，尚有一部分可用的，就不金额 报 损。 1979年至1981

年的三年中，根据上述原则，在企业 申 报 的 789，9 13

元财产物资损 失 中， 只 审批了144，745元，占企业申

报数的 18.32%。例 如， 1980年 有一 个公司的车船队

要求批准报废各种物资67，810元，经到队逐项查看，

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积压物资，并未 丧失使用价值。因

此，我们只审批 了那些 确 已锈蚀或变质的材料2，440

元，只占原报损失额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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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财务改革出效益

宫 成 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 彻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财政部会同 主管部门对国营农场

财务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从1979年起，对全国国营

农场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务包干办法。四年

来，国营农场实行这一办法，取得了 良好效果。1982年

全国农场的各项生产 中，粮 豆总产量达131亿斤，比实

行财务包干前的1978年 增长 5 %；棉花 总产量达270

多万担，比 1978年增长78 % ；油料总产量达2.9亿斤，

比 1978年增长81% ；干胶总产量和其他 农畜产品都有

一定程度的增长。1978年全国 农场盈亏相抵后，净亏

损1.3亿元，1982年盈亏相抵后，净 盈 利 7.2 亿元。

1982年农场职工 年 平均工资为650元，比1978年增加

29% ，平均每个职工奖金约60元左右；另外，职工的

居住条件和口粮、食油、肉类、蔬 菜的供应情况，也

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据统计， 1982年国 营农场上交

农业税和工 商 税4.3亿元，比 1978年增加55% ，财政

拨补农场亏损比 1978年 减少47% ，拨给农场的各项支

出比 1978年减少27% ，上述三项 共计7.33亿元。实行

财务包干的四年中，全国农场净盈利20亿元。

实践证明，国营农场实行财务包 干后，调动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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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推动了农场内部 实行各种承

包经营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 经济责任制。同时，

还扩大了农场自主权，使农场在保 证完成国 家计划的

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地发展 生产、处理 超产产品和

统筹安排资金，有权按规定发放 职工奖 金。过去国家

对国营农场实行统收统支办法 时，不论丰年或灾年，有

了利润全部上交，发生亏损全由国 家弥补， 对财政收

支影响比较大。在遭受重灾之年，财政不仅要给农场

增加亏损补贴，而且还要拨给救灾支出。农 场实行财

务包干后，由于加强 了经营管理，坚 持按承包合同办

事，国家基本上没有因灾增加补贴，这对财政收支的

稳定是有利的。

国营农场财务包干办法，是在农场财务管理长期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 步发展形成的。基本做法

是：

一、国家对农场实行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务包干办

法。由于各地农场的条件不同， 经营范围不一， 盈亏

多少也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国务院批发的 《 关于农

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 中规定，从1979年

到1985年，国家对农垦企业总的原 则是，实行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但具体做法上有区别。

1、国家对国营农牧场、国营农工商联合企业，一

般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的

办法。

2、对橡胶农场、各级农垦部门直属 的工业、供销

企业和少数利润较大的国 营农牧场，实行包干上交，

一年一定，结余留用，短收不补的办法。

3、对少数自然条件太差、暂时还有亏 损的国营农

牧场（包括新建场），在一 两年内，可以酌情给予照

顾，实行定额补贴，一年一定，结余留用，超亏不补

的办法，但要限期扭亏为盈。

二、农场对所属单位实行分级分项包干。农场实

行财务包干后，为了处理好农场同生产队和其他基 层

生产单位的经济关系，调动各级、各单位的积极性，同

时根据各种生产项目的经营盈亏，分清 经济责任，对生

产队和其他基层生产单位实行了分级分项包 干 办法。

目前一般是实行“三定一奖”，即定产 量、定成本、定利

润，超额给奖。也有实行“四 定一奖”、 “五定一奖” 和

“六定一奖”的，即再增加定质量、定品种、定收入等

项指标。这样做，使农场的计划管理、生产管理、经

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有机地结合起 来，成为农场一种综

合性管理形式，带动了农场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农场各单位对 职 工 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

制。农场实行财务包干后，在落实党和国 家的农村经

济政策中，农场各单位对职工实行了各种形势的联产

计酬承包责任制。主要 有：联产奖赔到组、联产奖赔

到劳、联产计酬到劳、按纯 收 益 分 配 和 实行计件工

资。目前实行联产计酬承包 到劳责任制，有日益增多

的趋势。

四、逐级签订承包经济合同。国营农场实行财务

包干后，凡是有经济责任的双方，一般都签订了承包

经济合同。承包经济 合 同 一 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

力，双方都要坚决执行。目前国营农 场都能严格执行

承包的经济合同，认真加强经济核算，密切产供销联

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 各项计划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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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中建立理 化

实验中心 的办法好

杜 俭

浙江省诸暨县有160多所农村 初 中，这 些学校教

学仪器少，设备缺乏，绝 大 多 数 学 校理化实验开不

出，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如果单靠该县的现 有财力，

这个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 1981年 7 月， 该县根据农

村中学的实际，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精 神，在全县建

立了20个初中理化实验中心， 基本上解决 了 学生理化

实验难的问题。据统计， 1982年有实 验 任 务的145所

学校，有143所参加了实验，参加实验的学生达18.47

万人次。实验开 出率，初中二年级物理课平均达85% ，

初中三年级物理课平均达85.5 % ，初中 化 学课平均达

93%。由于学生有了实验机会，理化 考试成绩显著上

升。

该县建立20个实验中心，按教育 部颁发的二类配

备仪器标准，只 花 了22万元，如全县 161所都 配备则

需要177万元，两相比较可节省仪 器141套，节省经费

155万元；20个实验中心配 备 实 验桌、凳、仪器柜等共

花了4.6万元，如全县161所都配备 则需要37万元 ，两相

比较可节省经费32.4万元。以上两项 节省的经费相当

于1982年该县教育经费的26%。建立实 验 中心，还减

少了专职实验员的 配 备，提 高 了仪 器、设备的利用

率。实践证明，这个办法 改 善 了 农 村初中办学的条

件，加强了实验教学，提高 了教学质量，是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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