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进行了两次财经纪律大检查。一方面发动

企业自查， 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重点检查。两

次检查，共查补税款344万元，查补利润3，865

万元，严肃了财经纪律，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在加强税利检查的同时，三分局的同志还

加强了财政监察工作。采取上下结合，内外配

合的方法，对乱搞“福利产品”、私设“小 金

库”、滥发奖金实物、用公款游山玩水等方面的

问题，及时进行了检查和反映。例如，有一家

橡胶厂，不听劝阻，擅自定制公文包2，000只，

金额 6，300元，突击发给全厂职工。经向企业

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共同组织力量进行检查，

又查出该厂拖欠税利、擅自改装交通车、扩大

劳保用品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企业承认了错

误，作了检查， 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分局的同志，还配合有关部门狠抓了经

济领域中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伸张了正气，

打击了歪风邪气，堵塞了漏洞，对整顿党风，

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起了积极作用。
从上海市财政三分局的实践来看，基层财

税部门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很多，作

用很大。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

持按财经制度办事，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的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经

济效益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效果也会越来

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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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国营龙江农场

我场是以橡胶生产为主的国营农场，现有

职工8，250人，橡胶树总面积 66，910亩，其中

已投产割胶4.6万亩，110万株。从1963年投产

至1981年底，累计生产干胶25，994吨，上交利

润、折旧和税金 8，912万元，除归还历年投资

3，779万元外，净积累5，133万元，资金回收率

为23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场认真贯彻

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行财务包干，分

级分行业实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全场各项

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1980年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优异成绩，被

评为全国农垦系统的红旗单位。1981年各项生

产又有新的发展，工农业产值2，172万元，全员

劳动生产率2，742元，经营利润828万元，完成

计划利润108%。

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

生产经营的根本出发点

我场在实行财务包干前，先后召开了老工

人、科技人员、归侨、复退军人、干部等各种

类型的座谈会，并组织场领导和科级干部30多

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回顾实践、算帐对

比、分析原因的办法，统一职工对改革经济管

理重要意义的思想认识。我们算了三笔帐，看

到了“吃大锅饭”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是，建

场初期投资不问效益，盲目追求开荒定植数量，

不顾质量，大量开荒，大片丢荒。从 建 场 至

1979 年底共开荒 种 胶 12.1 万亩。国 家 投资

2，800万元，实际仅存6.3万亩，丢荒一半，损

失浪费737万元。二是，经营农牧业生产，不顾

自然条件，不问经济效益，抽调大量劳力开荒

造田，用300多个工搬动300多立方土，花七、

八百元造一亩田。由于新造田土质差、水源不

足等原因，产量低，农牧产品连年亏损。三是，

分析了以前生产无人负责的危害。过去分配上

搞平均主义，林管工人积极性受到影响，胶树

生产缓慢。本来定植八年可投产，但至今定植

十年以上还不能投产的有 1 万亩，26万株。如

以每株年产 2公斤计算，少产干胶 520吨，减

少收益130万元。
通过回顾实践和算帐对比，大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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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根本出 发

点，才能克服生产经营上存在的问题。

财务包干  促进了生产发展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我场从1979年

开始实行了财务包干。三年来，在实行财务包

干中，我们主要抓好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抓场、队分级分项包干，处

理好场、队之间，队、队之间的经济关系，解

决了生产单位之间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
过去我们搞过定包奖，由于没有实行分级分行

业包干，单位之间经营好坏没有衡量标准，大家

既无竞争，又不服气，生产队使不上劲。现在，

场部把全年干胶产量，生产建设任务、投资，
利润指标等分别包干到队，实行“五定五保一

奖罚”的经济总承包责任制。即“定任务、定

人员、定工资总额、定物资消耗、定成本盈亏、

超盈分成，亏损自负”。同时，就各单位、各行

业的具体情况，分别定包干基数和不同的超盈

分成比例，不搞全场分成一刀切。对盈利较多

的橡胶生产队、工业、机务等单位，定包上交

利润；对微利单位（例如中小苗林管单位）不

交不补；对条件差，扭亏有困难的农业畜牧单

位，实行定额补贴。这样，就使生产队有了安

排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分配奖金等方面

的自主权，从而调动了各单位的积极性。盈利

单位想方设法，力争增产增盈。微利和亏损的

生产队，也千方百计提高工效，节省开支，增

加收入。1980年年底结算，全场55个核算单位，

盈利的有44个。
第二个环节是抓联产计奖，把奖金用在实

处，处理好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解决好干多干

少一个样的问题。我们把班组责任制改为个人

岗位责任制，把综合评奖改为联产计奖，把个

人利益同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从而调动了

职工的积极性。橡胶中小苗抚管，过去因不计

成本，不落实岗位，不负经济责任，拖延了抚

管年限，增加了干胶成本。现在实行了“岗位

到人，定额工效，超额计奖”的岗位责任制，
促使林管工人时时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全场

二万多亩橡胶中小苗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保苗

率达到95%。对投产割胶工人实行岗位责任制

后，胶工对分管的树位倍加爱护，积极开展业

余积肥，苦练割胶本领。全场胶工一年积肥1.6
亿多斤，每株胶树施优质肥110斤左右，培养高

产树16.3万多株，一、二级技术胶工占胶工总

数78.8%，干胶产量也相应提高了。
第三个环节是抓发展多层次经济结构，解

决好场社矛盾，处理好两种所有制的经济利益。
过去我场代管的农村木开大队五个生产队，存

在全民、集体两种分配制度。1981年在贯彻国

务院 202号文件时，我们没有采取全部劳力改

为工人的全包统揽的办法，而是在全大队1，050

人中，将 318名18至40周岁的劳动力经过检查

身体合格的吸收为农场工人，其他仍为集体所

有制人口。原有的 600亩水田以及耕牛农具均

按专业承包方式包产到户，自行解决口粮，多

余产品由农场收购，生产队内部仍实行评工记

分。这样做，既解决了场社矛盾，又兼顾了全

民和集体的经济利益，使集体经济也有较大的

发展，一年就生产水稻4，400担，猪肉 1 万斤，

农副业收入 8万元。
总之，实行了财务包干制度，促进了生产

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这三年我场共产干

胶9，131吨，其中1981年产胶3，260吨，比财务

包干前的1978年增产15.5%。三年内除国家投

资开荒种胶外，还动员了本场包干结余等后备

财力378万元，开荒植胶地5，543亩，定植橡胶

2，673亩，兴建职工宿舍等28万多平方米。

实行包干经济责任制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1982年起对广东农

垦实行财务包干，一定四年。广东省农垦总局

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部署了在全省农垦实行

包干经济责任制（定投资、定产量、定劳力、

定口粮、定利润）。这是财务包干的新发展和新

要求，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落实，使经济责

任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抓查田测产，落实产量指标，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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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全场统一组织了由干部、工人参

加的群众性查田测产，对每个割胶树位，每个

中小苗林段的现状和生产潜力，进行现场调查，

据实分类定产、定岗位，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把全场的产胶、抚管等任务落实到岗位，并与

割胶、林管工人签订合同。
第二，明确“四个不变”，落实包干原则，

巩固超产信心。为使一定四年的包干经济责任

制落到实处，我们根据上级财务包干的指标，
经过反复研究，明确“四个不变”：场对队、队

对个人的四年干胶产量指标一次核定不变；割

胶树位四年不变；橡胶中小苗岗位面积、增粗

指标一定多年不变；超额利润留成比例，平时

预发奖金，年终结算制度四年不变。解除了干

部、工人怕指标年年增和奖金无法可得的顾虑，

避免了只顾当年利益，不顾多年利益的缺陷。
第三，坚持分级分项包干，实行岗位成本，

落实分成比例，巩固各业分工责任制。场部对

开荒定植、苗圃、经济作物队、农牧生产队、

机务队、制胶厂等各行各业，分别确定了包干

原则和利润全额留成、超额分成、超产计奖、

产品优质奖励等不同办法。同时，还积极推行

岗位成本，即按照全场统一的劳动定额、物耗

定额，以二级工人工资测定为岗位成本，再加

上三级以上工人工资级差补贴及生 产队 经 费

后，即为生产队成本。降低成本，增产增盈者

按比例分成，减产减盈者自行负责。这种分行

业包干办法和推行岗位成本，可以解除单位之

间因工人构成不同，经营项目不同造成苦乐不

均的顾虑。这样做，可比性强，易于反映生产

队经营成果。
第四，明确奖罚政策，落实奖金预发结算

办法，发挥奖金的积极作用。我们明确规定奖

罚政策要与技术高低、超产超增粗相结合，中

苗以超标准管理为根据，以资鼓励积极提高技

术，培养速生高产树，克服平均主义倾向。由

于奖金来源的超额利润分成，要到年终才能结

算，平时不能发奖，工人对月度超产无奖金有

意见，如果按规定发奖，队干部担心全年没有

超额利润分成，奖金无来源。为了做到奖罚及

时兑现，取信于民，场部规定了预发奖金制度。
平时按标准预发一定的奖金，超过年终利润分

成的，由场部补够。这样做，调动了职工的生

产积极性，促进了超产增收。

简讯 丹阳县建立定期汇审工业企业财务决算的制度

晨 曦

江苏省丹阳县财政局为加强稽核工作，促进企业建

立健全经济核算制度，今年会同工业局建立了按季度汇

审工业企业财务决算的制度。在汇审时，一看折旧基

金、大修理基金、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等计提得对不

对，二查成本项目列支得有无差错，专用基金使用是否

正当，是否都办了报批手续。在此基础上再交流经济核

算工作的经验和企业技术、经济和财务指标执行情况，

好的给予表扬，差的提出建议，对做错的地方加以纠正。
从今年一季度的汇审情况看，对财务决算进行汇审

很有必要。尽管财务大检查还在深入进行，但仍有一些

企业不执行财务制度。例如，一些企业的干部、职工借

用公款情况严重，据统计全县15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干

部、职工借支挪用61，400余元，最多的一个厂职工借支

12，000元。有的企业不是按标准工资提取奖金，而是按

工资总额提取奖金；有的企业竞赛奖不按规定在利 润

留成中支付，而在成本中列支；有的企业将生活福利

部门的人员工资费用列入成本；有的企业任意多提保

险费；有的企业擅自规定对出差人员增发出差补贴等。
在汇审中，对发现的问题，凡属于违反制度的，坚决按

制度规定纠正过来；凡是核算不正确的，按规定予以调

整；多提的奖金，坚决冲回；对职工的借款，限期归还；

预支的差旅费，规定在出差人员或采购人员回厂后三天

内办理结帐报帐，不拖欠。
为了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他们还规定：1 .各企业按季编制财务收支计划，每月

或每季搞一次经济活动分析。2.每逢二十日是财务人

员活动日日，活动内容是学习新会计制度和有关新的财政

及财务规定，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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