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服从经济调整  管好小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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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根据山西地

区重工业畸形发展、轻工业十分薄弱的特点，
从搞好经济调整的大局出发，充分发挥信贷杠

杆作用，管好用好小型基建贷 款，对活 跃 市

场、回笼货币、增加税利、创取外汇和扩大就

业等方面起了良好作用。

支持名牌产品  制止以小挤大

山西历来以产汾酒著名，享有“甘泉佳酿”

之誉。汾酒、竹叶青，驰名中外；蔺泉香、玉

堂春等十多种低度酒也深受国内外欢迎。但近

年来，由于重复建厂，以小挤大，造成原料不

足，杏花村酒厂等名牌酒的产量，供不应求，
市场脱销严重。为了把有限的信贷资金真正用

在刀刃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积极

支持了名酒产品，仅1980年以来，就优先贷给

杏花村等酒厂小型基建贷款694万元，并具体帮

助这些厂在原有设备基础上，挖潜改造，形成

自动生产流水线。这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而

且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同时，对两年来盲目

开办的50多家小酒厂，采取果断措施，停止一

切贷款；并配合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整顿，促其

关、停、并、转，克服了“大厂吃不饱，小厂

还在搞”的矛盾。这样，就赋予了老厂新的生

命力，充分发挥了经济优势。16种名牌酒年产

量由原来的 1 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 4 万吨，
年产值增加了2，086万元，税 利 增加 1，577万

元。汾酒出口量也达到了 1，000吨左右，创取

了一定数量的外汇。群众说：杏花村里这棵

“摇钱树”，由建设银行贷款“施肥”，真是

“老树逢春新枝茂”了。

扶持劳动密集行业  广开就业门路

山西拥有大量悠久传统的工艺美术，如刺

绣、地毯、美术陶瓷和金属工艺等，都是用工

多的劳动密集行业。如何帮助这类行业在调整

中不断发展，已成为信贷工作的突出课题。侯

马刺绣厂是个生产绣花台布的 厂 子，样式 新

颖，富有竞争力。但由于产量低，不能大量供

应。为此，这个省分行所属的信贷员会同该厂

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共同研究改造老设备的心脏

部件，扩大了生产能力，并认真研究市场状况

和产品对路等问题，努力做到以销定产，适销

对路，仅贷款 7万元，生产点就由原来的30多

个，扩大为62个，遍及14个县市，刺绣工人由

原来400人增加到5，000多人，开拓 了 就 业门

路。1980 年产值达到 36 万元，集体积累 4 万

元，比贷款前翻了一番。产品全部出口，并成

为免验信得过商品。侯马知青刨花板厂贷款24

万元，对生产程序填平补齐，刨花板年产量增

到14，000立方米，扩大就业300人。

促进工程收尾  及时发挥效益

基本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如何迅速形成

固定资产，及时交付使用，早日为国家创造财

富。离石县有新建 4，612 平方米的百货大楼工

程，1972年开始兴建，长期不能收尾投产，光

工程维护费就浪费掉20多万元，如仍不收尾，

势必浪费更大。建设银行于1980年 7 月贷给该

工程10万元，不到三个月就竣工，在国庆节开

业，当年获利70万元，并偿还了部分贷款。这

种在贷款方面的拾遗补缺工作，促进某些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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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尽早竣工投产，及时发挥了效益。

服从经济调整  加强贷款管理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山

西省分行所属机构充分发挥信贷杠杆作用，凡

是有利于调整的，他们就开“绿灯”，大力支

持；凡不利于调整的，他们就开“红灯”，严

格管住。具体做法是：（一）分类对比，择优

贷款。根据调整要求，按经济效果对产品进行

分类排队；对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经济效果进

行对比，对产品成本与价格进行对比，对日用

消费品需要程度进行对比。通过分类对比，决

定贷款对象。（二）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就

是对短线产品要宽，对长线产品要严；对确实

没有销路、质量低、成本高、光亏损的产品或

以小挤大、重复建厂的产品，一定要卡死，不

给贷款。（三）促进及时投产，发挥效益。经

常与省计委协商，由物资部门根据建设银行下

达的贷款文件，每万元贷款拨给一吨钢材、一

立方木材和三吨水泥，使每笔贷款资金得到相

应的物资保证。对一哄而上，与大厂争原料、

争资源的小酒厂、小烟厂、小袜厂、小纸厂等

300多个项目一律不予贷款，并促其 关、停、
并、转。1980 年以来，经过调查落实，对 136

个有利于经济调整的项目，优先予以贷款。这

些项目大部是一年投产，少数两年投产，投产

后年产值可净增 20，481万元，比原产值 增加

1.4倍，税利净增5，553万元，比贷前增加了1.3
倍，每元贷款可增加税利2.16元，同时投资方

向也有了明显变化，两年来，贷款用于轻工、

纺织、外贸、制药、影院等比重占91.2%。

开辟财源 增收节支

财务管理

坚持“两条腿走路”

方 针  积极改 善

办学条件

杜 俭

河南省邓县教育部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鼓舞下，坚持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

的办学方针，采取国 家、社队、学 校“三股

劲拧成一股绳”的办法，集中主要精力狠抓了

改善办学条件，开展勤工俭学和加强财 务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三件大事，逐步消除了

“土桌、土凳、草房”，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

提出的“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

有课桌椅”的要求，使各级学校面貌 焕 然 一

新。

一、修缮危房，增建校舍，添置课桌，改

善办学条件

邓县现有中小学校896所，在校学生24.16
万人。由于十年浩劫，1976年底全县仅有校舍

12，637间、课桌2.9万张。校舍大都破烂不堪，

缺门少窗，其中危房达 4，882间，占总校舍的

38%。而且教室十分拥挤，采光不好，近19万

学生靠泥桌土凳上课，学生身体健康 受 到 损

害，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需

要900多万元增建校舍，100多万元添置课桌。
但是国家每年拨给他们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经

费不过40万元左右，如果单靠国家拨款是无法

解决困难的。
几年来，他们认真贯彻“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实行“集体办学，国家补助”的办法，

解决缺乏校舍和课桌的困难。经费来源依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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