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大搞综合利用，把经营粮

油和发展食品加工结合起来，增加收入，减少

亏损。全省 330 多个粮油加工厂陆续扩建了米

糠榨油、饲料、白酒、饴糖等综合利用车间，生

产20多个品种。企业利润成倍增长，相应减少

了国家财政补贴。粮油副产品综合利用的利润

1971年200多万元，1981年增加到2，120万元。
如米糠油生产，1971年只有14.8万担，1981年

增加到41万担，创造纯利润1，415万元。此外，
还利用粮油下脚料生产饲料 9 亿斤，为国家创

造利润 300 多万元，并支援了养猪业的发展。

开展粮食议购议销，增加企业收入

在坚持统购统销政策和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的前提下，1979年到1981年，全省共收购议价

粮食 39.86亿斤。开展粮食议购议销，主要是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平抑集市粮价，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同时，通过议价经营，三年

来共实现利润 3，975万元，大部分用于抵减国

家财政补贴。

推行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

企业、职工三者利益

近几年，全省粮食部门实行了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责

任制。在财务方面我们实行的办法是：（一）

预算控制，减亏分成。即省财政对省粮食厅实

行亏赔总额预算控制，超亏不补，减亏分成。
（二）亏损定额补贴，全额利润留成。这是省

粮食厅在省财政预算控制数额范围内对各地、

市、县粮食商业实行的办法。（三）粮油价拨加

工，全额利润留成。就是省粮食厅根据各地不

同类型的粮油工业企业，实行不同比例的利润

留成办法。（四）附营业务收入，纯利留成。这

些办法，与企业内部的岗位责任制相结合，与

企业的全面定额管理相结合，与企业对职工的

具体奖励办法相结合，调动了广大职工改善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例

如，粮食商业企业实行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办

法以后，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亏损减少，亏损

水平下降。1976年亏损12，447万元，经营万斤

粮油约亏损52元；1981年亏损下降为10，999万

元，经营万斤粮油约亏损34元。二是盈利面扩

大，盈利额增加。1976年盈利县仅有一个，盈利

额为530万元；1981年盈利县增加到95个，盈利

额共4，641万元。三是费用水平下降。经营万斤

粮油费用，1976年是69元，1981年下降为62元。

勤俭办企业，点滴抓节约

近几年全省粮食部门广泛开展了每人每年

为国家节约一百元的活动，做到了有规划、有

措施、有登记、有检查、有奖罚。在开展节约

活动中，提倡干部职工“学三匠”（木匠、篾匠、

泥水匠、）“十个自己动手干”（小品种加工、

修补包装、维修仓库、装卸粮油、短途搬运、

整晒粮食、植树造林、基建附工、检修房屋、

修桥补路）和“十个一”精神（节约一粒粮、

一滴油、一度电、一两煤、一根绳、一个袋、

一寸料、一颗钉、一张纸、一分钱），抓点滴

节约，积少成多。据不 完 全统 计，1979至

1981年，每年节约总金额达1，900多万元。三年

来干部参加劳动节约费用493万元，调整网点、

组织合理运输节约运费 896 万元，干部职工搬

运装卸粮油和修旧利废节约170万元，通过扫地

脚、抖麻袋、抖面袋、抹油桶，共 收回 粮 油

1，570万斤。

简 讯

河北省冀县城关税务所

提前一百天 完成全年税收任务

张志宁  王明礼

冀县城关税务所，全面加强税收管理，大力组 织

税收收入，到 9 月20日，共完成工商税收228 万元，提

前一百天完成了全年任务。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这个税务所的干部 职

工斗志更加旺盛，他们决心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院

关于强化税收工作的指示精神，争取超收70 万元，用

实际行动，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 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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