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经济效果相当显著，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达到或者超过了本学位历

史上的最好水平。二是整顿财会队伍，推动迅

速恢复财会机构，充实财会力量，协助培养财

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中

的积极作用。现在全市所有工厂企业，基本上

都单独设置了财会机构，力量也逐步 加 强。
《会计人员职权条例》颁发以后，他们经过逐

级评议、审定和复核，给一部分财会人员授予

了会计师、助理会计师的技术职称。他们还召

开全市大会，表彰了66个财务先进集体 和229

名财会先进个人。这些作法使广大财会人员增

强了光荣感和责任心，成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的骨干力量。三是积极推行各种经济责任制，
用经济手段把权、责、利联系起来，更好地调

动企业的积极性，促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

济效益。从1979年开始，这个市先后实行了扩

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利润留成、盈亏计划

包干、全行业上交利润计划包干等多种形式的

改革措施，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效。例如：占全

市国营工业总产值73%和利润总额84%的24个

企业，1980年实行扩权 试点后，与1979年比

较，产值增长14.66%，利润增长22.04%，上

交利润增长21.98%，企业提留的资金也相应

增长17.05%，都超过了全市平均 水 平。四是

定期开展财税检查，严肃财经纪律，堵塞“跑、

冒、滴、漏”，确保增 产增收。从1977年以

来，市财政部门每年都要花一个多月时间，集

中力量对工交企业全面开展一次财经纪律大检

查，连续五年平均每年查补入库的税利 在600

万元左右。这对于维护财经纪律，堵塞“跑、

冒、滴、漏”，促进改善经营管理，纠正经济

领域的不正之风，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企

业经营管理的逐步加强，在生产发展的同时，

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以地方国营工业企 业为

例，1980年与1976年比较，百元资金创造的积

累由40.94元上升到48.06元；百元产值实现的

利润由11.74元提高到12.67元；百元产值占用

的资金由20.08元减少到17.1 7元。1979年全市

就消灭了经营性亏损。

财务管理

搞好财政支农

  扶 持 农 村 困 难 户

钧 昌  钟 凌

咸宁地区各级财政部门，去年在扶持集体

经济的基础上，对农村一些人口多、收入少的

困难户进行了适当扶持，帮助他们发展正当的

家庭副业，增加收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借

出周转金150，950元，共扶持困难户1，293户，

其中养牛667户，养猪564户，种蘑菇35户，养

蚕13户，其他养鱼、养蜂、养鸡鸭等14户；共

增加收入235，890元，平均每户增收182.43元。
过去财政部门支农主要是扶持集体发展生

产。去年农村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后，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气象，人民群众搞生

产的劲头很足，但是一些人口多、劳 力 少的

户，收入仍然比较少。针对这种情况，咸宁地

区各级财政部门，本着搞活农村经济、帮助农

民劳动致富的精神，对部分困难户进行适当的

扶持，帮助他们搞好家庭副业生产，摘掉贫穷

帽子。他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

扶持的原则：要求资金有借有还，只限发展正

当的家庭副业，不支持搞贩卖，禁止投机倒把

等非法活动。具体做法是：先由困难户提出申

请，经生产大队签署意见，报公社财政所审定

后，签订合同。合同写明：扶持项目、金额，
投产和还款时间，大队签章作监证单位。公社

财政所并经常下去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帮助受

援户出主意、想办法。通城县水兴公社黄蜂四

队社员郭沫高，全家四口人，只有一个劳力，
每人平均纯收入30元，1980年超支 250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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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向财政所借了 150元，向亲戚借了50元，
买了一头小牛、两头小猪，饲养一年后，牛卖

了 320元，猪一头交任务、一头卖议价，除去

成本饲料费用，纯增收入487元，还超支款后，
节余 237元。咸宁县渠首公社杨林六队社员汪

跃华，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个半劳力，1980年

每人平均收入39元。1981年初财政所借给 300

元，养了五头猪。年底交任务一头，超 卖 两

头，买议价一头，共收入 614元，春节自食一

头，可值 260元。他还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开荒

种花生、生姜、药材，养了30只鸡，全年农副

业总收入达1，274元，每人平均182元，比1980

年收入增长 3.7 倍。实践证明：财政部门帮助

困难户发展正当家庭副业，是财政支农的一项

重要内容，有利于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

财务管理
精 简 会 议  

节 约 会 议 费

周 炜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许多问题都是用开

会的方法解决的。但会议过多就不好了，不仅

收不到好的效果，而且会浪费大量的资金和人

力。
目前，会议多、规模大、开支水平高的现

象大量存在，使会议费的支出不断增加，造成

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为了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把有限的资金用到

真正需要的地方，国家要求压缩行政管理费和

企业管理费，会议费是管理费中的可变费用，

就全国来说，支出的数目也比较大，因而是应

该大力压缩的。

从实际上看，会议费节约的潜力很大。据

有关资料统计：中央某单位1979年召开各种专

业会议 259个，1980召开了 181个，比上年减

了 114 个，节减会议费15万元。另一个中央单

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同一类型和规模的会议，
但前后三年三次会议费的支出却大不一样，以

1979年的会议费指数为 100 计算，1980为51，

1981年则为30。上述事例说明，会议是能够精

减的，会议费是可以节约的。
会议费支出的多与少，主要取决于 两 方

面：一方面由于会议费支出与会议的数量和会

议规模成比例，因而会议多、规模大，会议费

的支出当然就多；另一方面，从会议费的构成

看，会议费支出的多少与会议地址、场所的选

择和会期的长短等关系也很大，选 择 高 级饭

店、宾馆开会，会期拖得长，其结果必然是会

议费的支出增多。因此，节约会议费应该从这

两个方面来采取措施，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召开会议必须有计划。单位的业务部

门应在年初提出会议计划，报经领导审批。会

议计划批准后，业务部门据此准备，接待部门

据此安排，财务部门据此编造预算，领导据此

进行检查。
二、召开会议要把讲求效果放在首位。能

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开小型会议能解决问题

的决不开成大型的。开会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准

备，真正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会议的预

期目的。要充分利用有限的会议时间，使会期

尽可能缩短。
三
、

会议费预算一定不能突破。开会必须

按照预算的规定开支，要尽量选择代表集中、

交通方便的地区，充分利用机关单位的招待所

和其它设施，能不住宿的尽量不住，尽可能不

租车或少租车，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
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遵守财经纪律。

开会期间不要擅自提高补助标准，不要变相转

嫁会议费，不要搞招待和宴请，组织看戏看电

影要收费，参观游览的费用要自理，形成良好

的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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