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联 审 互 查 的 办 法 好

付 祖 佑

湖南省岳阳县步仙区，为了搞好公社财务

工作，成立了联审互查小组，由区 会计 任 组

长，每季终了，由组长确定一个适合的地方，
各公社的财会人员，带齐当季帐簿、凭单、报

表和遇到的疑难问题，集中互相交换审查。他

们采取：查购买实物，对照财 务 制 度，看开

支是否合理；查原始单据，对照记帐 凭 单金

额，看数字是否相符；查记帐凭单数字，对照

过帐金额，看帐单是否相符；查明细帐，对照

总帐，看帐帐是否相符；查总帐，对照报表，
看帐表是否相符。在审查中，对每帐凭单、每

个科目、每本帐簿，都重算了 一次，发 现问

题，分别予以解决。对于错、漏帐及运用科目

的错误，具体帮助纠正；对不合理开支，提出

意见，带回单位请示领导按制度处理；对于工

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会上提出来，大家讨论

解决；不能解决的，由组长负责连同互审情况

一并上报，请示上级解决。每次互审之后，按

记帐是否有差错、科目运用是否正确、开支是

否合理、报表是否齐全、帐簿是否整洁等进行

民主评分，年终进行总评比。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联审互查是搞好财务

会计工作、提高业务水平的好办法。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能互教互学，有针对性

地学，比较快地提高了业务知识。二、有利于

交流经验，学习财会制度，纠正错误的作法。
如有个公社1979年来客招待和会议补助费花了

2，600元，在联审互查中，经其他公社的同志

分析和指出错误，报告了县财税局，县委发了

内部通报批评。三、能及时纠正财务会计帐目

上的差错。如有一个公社在公务费开支中，原

始单据27张，应为187元，在记帐凭单上误写

为18.70元，过帐后，造成了总帐 和明细帐不

相符，经互审查对，才得到更正。又有一个公

社在农业税减免结算到大队、生产队时，现金

帐出现11，000多元的红字，帐表虽然平衡，但

现金帐很明显的是错了。经互审，发现是将存

款付方记到现金付方上去了，所以现金帐出现

了红字，及时做了更正。四
、

能促进及时 记

帐，按月结帐，如期编出报表。实行联审互查

后，财会人员的比、学、赶、帮，力争上游的

精神得到了发扬，大大促进了公社财会工作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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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支农周转金

吴 扬  钧 昌

湖北通城县财政局用活支农 周 转 金，做

到投放准，回收快，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1980年，这个县周转金回收任务为20多万元，
实际回收了 48万 余 元，多回收了一倍多。同

时，他们又把回收来的钱，及时地投放下去，
从而大大促进了全县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的迅

速发展。全县社队企业1980年总产值比上年增

长122.7%，利润比上年增长 83%。他们的主

要措施是：

一、选择好投放对象。他们鉴于过去“撒

胡椒面”经济效果差的教训，采用择优投放的

办法，即对申请对象的资源条件，管理技术水

平，产供销状况和发展前途，认真 地 进行 分

析，然后决定是否投放。例如，1980年高峰公

社和水兴公社茶场都申请借款搞茶叶加工，他

们经过调查，了解到高峰公社茶叶产量小，而

水兴公社茶叶产量大 加工有一定基础，和外

地订有合同，受益较快。于是确定支持水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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