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为科研服务，保证科研

资金，并不等于有求必应，而是按政策办，按计划办；反

过来，财务监督更不等于死抠硬卡，而是有利于科研发

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制度有一定的灵活性，属于党和

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条例，应坚决执行，不能违背；对

于有些规定，只要不违反政策原则精神，在具体问题上

可以视情况具体运用。有些同志对政策制度不很了解，
说明我们宣传解释工作做得还不够。有的政策、制度应

该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自觉遵守，会计人员本

身更应模范遵守、认真执行。会计人员除了必须掌握相

当熟练的会计业务之外，还要十分熟悉各个时期的各项

政策和规章制度，在工作中才能运用自如，不出偏差。

广开门路  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项“好招” 利国利民

——医药费实行定额管理、节约有奖

庆 久

黑龙江省林口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现有五十八名

职工，如按上级规定，企业的医药费按工资总额的百分

之五点五提取，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全公司提取的医药费

应为九百一十八元二角六分。可是实际上却只花了三百

八十六元五角，结余五百三十一元七角六分。究其源

因，就在于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这个公司采用经济

手段管理医药费，实行了定额管理、节约有奖的办

法。
定额管理，就是把每月按规定提取的医药费每人平

均二元五角钱，落实到人，一月一结，公布上墙。

节约有奖，就是每人每月实花的药费如不超过标准

时，则把结余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奖给个人；如因病超过

标准时则予以报销，但不能获得当月的综合奖。

经过九个多月的实践，这个公司深深感到，这种办

法利国利民，好处很多，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国家节约了药品。过去，一部分职工总觉得

“反正公家报销，不花白不花”，有一点病就点名要

药，吃不完就乱扔，时间一长，连自己也分不清是什么

药了，浪费了大量药品。实行此办法后，医生对症下

药，用多少开多少，避免了浪费。
二、减少了企业费用，节约了开支。未实行定额管

理前，这个公司药费年年超支，每年超支二千多元。有

一部分职工一人享受公费医疗，家属、亲友也跟着沾光，
甚至连猪、禽有病也“享受”免费。仅一九七九年上半

年全公司医药费就花了二千零七十九元四角四分，使企

业增加了费用。实行这一办法后，药费不但不超支，每

年还能节省一千元左右。
三、使职工树立了勤俭节约的思想。过去，一部分

职工总觉得公家花钱我吃药，愿开啥就开啥。没有病也

吃营养药、喝药酒。如有个职工每月基本工资六十元零

五角，可是每月的药费经常是超过六十元。他常开药酒

当白酒喝，不但本人喝，老婆、孩子也跟着喝。现在实

行了定额管理，人人都树立了勤俭节约的思想，就是有

病也算计着开药。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全公司五十八名

职工中只有四人药费超过标准，有十一人一分钱未花。
按着节约有奖的规定，全公司拿出一百零六元奖给个

人，最多的得了三元钱，就连那个经常喝药酒的职工下

半年药费也结余八角钱。而对于真正有疾病的职工，该

花多少药费就报多少，即使得不到综合奖，本人也满

意。因而，广大职工一致赞扬说：“这项‘好招’，利国

利民！”中
国
财
政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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