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战线上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促 进 增 产 增 收

——天津市财政局冶金科的先进事迹

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财政局财税管理二处冶金科是天津

市1979和1980年度的的模范集体，他们负责天

津冶金行业的财税工作。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

这个科在组织冶金行业的财政收入工作中面临

着许多困难，但是，他们振奋精神，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在

全科同志的努力下，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财

政收入任务。1980年该科完成利润收入21，490

万元，为计划的108.08%，税收完成 9，133 万

元，为计划的104.98%，今年上半年又取得了

时间过半完成收入任务过半的好成绩。他们着

重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明确工作

方向

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冶金行业变化很大。
为了摸清冶金行业增产增收的潜力，这个科开

展了财源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底数。1980

年，由于炼钢的主要原料生铁、焦炭价格上调，

使钢锭成本大幅度增加，全年将减少利润5，000

万元。八月份钢锭、钢坯价格每吨又上调40—

50元，使外购制材原料的钢坯成本上升，减少利

润约500万元。天津市民用住宅建设需要钢筋，

1980年市里决定从冶金局调出12，000吨盘条，

而这些盘条是线材制品的原料，又要影响财政

收入700万元。仅以上三项就要减少收入6，000

多万元。这样，就很难完成上级下达的财政收

入任务。面对这么大的差距，他们振奋精神，
围绕组织收入这个中心，在调查研究 的 基 础

上，确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重点：一是狠

抓财源重点大户，促进短线产品增产；二是抓

好扭亏增盈工作；三是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

关键问题。全力促进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多出

钢，出好钢，以解决钢锭生产能力低于轧材生

产能力的矛盾，来保证钢材的增产。

二、充分发挥财政部门服务与监督的职能

作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炼钢厂，多年来一直亏损，1979年经

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加强了经济核算和经营管

理，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盈利300万元。但
1 980年由于生铁和焦炭价格上调，影响钢锭成

本每吨上升61元，将影响该厂全年亏损4000万

元左右。厂领导和职工十分担心再戴上亏损企

业的帽子。冶金科了解这一情况后，本着实事

求是的精神，集中各方面的意见，解放思想，
提出了实行定额补贴的建议。建议以该厂历史

最好水平为计算依据，对原料提价部分，财政

给予定额补贴。此建议经上级部门 批 准 执行

后，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加强经

济核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当年盈 利 914万

元，超过上年的盈利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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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科坚持把小型技措贷款用在促进短线

产品的增产上，积极支持企业搞好挖、革、改，

效果好，收回快。1980年轧钢一厂急需增产小

规格的焊管，打算利用现有厂房增添一套焊管

机组，但资金无来源，冶金科经过调查研究，

及时地给这个厂60万元的小型技措贷款，解决

了增添焊管机组的资金问题。这个项目经过企

业的努力，下半年投入生产，到年底增产焊管

9，215吨，增加利润192万元，税款50万元。焊

管机组投产后，所需的原料热轧带 钢 供 应 不

足，冶金科又给该厂小型技措贷款 6 万元，改

造了原有的热轧带钢机，提高了效率，当年增

产热轧带钢12，000吨，增加利润40万元。这个

厂的技措项目不仅当年收回了贷款，还增加了

财政收入200多万元。

三、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增产增收

钢锭和盘条是钢材、线材的主要原材料，

由于天津市冶金行业生产能力不配套，轧材能

力大于炼钢能力，钢材、线材吃不饱的矛盾，

长期得不到解决。冶金科就带着 这 个 问 题，

深入调查研究 ， 探索增产潜力。他们本着国家

多得，企业和职工也有适当好处的原则，在听

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同企业以及主管

部门协商，并经上级批准，采取了经济手段，

实行超产定额奖励办法。就是确定 一 个 起 奖

点，超过起奖点部分，每增产一吨钢锭奖给企

业 4 元，增产一吨盘条奖给 5 元。一年来的实

践证明，这个办法对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都

有好处，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果。钢锭产量1980年比1979年多

产15.78万吨，增加利润1，500多万元；盘条产

量1980年比1979年多产4.38万吨，增加利润500

多万元。由于钢锭和盘条增产，使轧材和线材

制品的原料供应得到了保证，从而把整个冶金

行业也搞活了，保证了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

在财政战线上坚持原则  抵制不正之风

——一个财政局长的二三事

周 中 平

湖北省罗田县财政局长郭拊膺同志坚持原

则，秉公办事，为大家所赞扬。
老郭对国家资金从不滥批滥用，从不利用

职权为个人谋私利。如今年六月份，有个茶场

为了感谢财政部门的扶持，特地派人送给老郭

两斤细茶。由于

老郭开会去了，

茶叶只好请局里

的一 位 同 志 转

交。当局里这位

同志叫老郭去拿

茶叶时，老郭心

想自己没有托人

买茶叶，肯定是人家送的。经过了解以后，他

婉言谢绝了，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财政部门

虽然管财，但决不能贪财。后来，这两斤茶叶

硬是退了回去。
老郭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慷国家

之慨和“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县针织厂因添

置织机扩大生产，资金发生了困难，县财政局拨

给了两万多元作为流动资金。有个厂领导为了

答谢财政对生产的支持，看到老郭的侄女高中

毕业后没有工作，就趁机安排她到针织厂当工

人。老郭知道以后，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财政

支持企业发展生

产，是为了国家

的四化建设，为

了增加国家、企

业和职工个人三

者的收入，如果

拿国家扶持生产

的资 金 作 为 自

己“走后门”、谋私利的手段，是违背《准则》、

败坏党风的行为。老郭堵了这个“后门”，引

起他弟弟的不满，说他无情无义，多次与他争

吵。但是，老郭没有因此放弃原则，通过做思

想教育工作，说服弟弟，让弟弟也明白当干部

必须坚持原则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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