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六个标准亩。小麦的亩成本比上年降低十二

元九角六分，玉米的亩成本预计降低十元另六

角七分，比年初计划还低七元六角八分，他们

上年盈利十万元，一九七九年预计可盈利三十

五万元，提高二点五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场党委明确

了领导工作必须以生产为中心，以 管理 为重

点。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抓经济、抓企业管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研究落实了机务、畜牧的

包定奖。总结推广了七队一吨粮只用零点七二

个工的晒场管理经验，全场每吨粮比去年节省

二个半工，解决了晒场劳力紧张 的问 题。以

后，又组织调查组，专门帮助生产队解决了超

产奖和实行计件工资、小包工的矛盾。一年多

来，我们增产节约一起抓，收到了 较 好 的 效

果，就目前的生产水平来看，潜力 还是 很 大

的，我们准备进一步落实好包定奖办法，大搞

农田基本建设，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湖北省麻城白果财税所帮助社队 发 展企

业，促进增产增收。图为他们在连墩大队鞭炮

厂和职工一起，研究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麻城白果税务所供稿

经验介绍
尽职尽责

  勤俭理财

八〇五〇二部队财务股

二炮某基地八〇五〇二部队后勤处财务股

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度，坚持勤俭理财。三年

来，全部队无违反财经纪律，无错帐短款，无

私借公款，真正把有限的经费用到部队现代化

建设上去，加速了战备工作的落实。一九七八、

一九七九年均被基地评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

进单位。

党委、领导的好参谋

他们坚持做到勤汇报、勤请示、勤建议，
努力当好党委和领导的参谋。凡是重大的经费

开支，都报经党委讨论决定。每当经费标准有

了新规定，首先让领导知道，积极向全体人员

宣传。为迅速改变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无

章可循、有章不循的混乱局面，在部队党委领

导和支持下，建立健全并坚持了以 下 规章 制

度：一是查帐制度。每年组织有关人员对全部

队伙食单位、业务部门的帐目进行两次普查，
发现问题及时查，有时还重点抽查，并要求各

营对连实行不定期的查。二是审核制度。报销

凭证经有关领导或部门审批后，财务人员严格

审核，无误方予报销。认真做好会计帐簿、凭

证、报表等。三是现金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银

行开户、存款、库存现金支付的规定，连队一

般只保存五至七天伙食费，工资、津贴费当天

领、当天发。严格控制借款，保证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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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食堂验收制度。严格实物验收签字手续，
白条单据必须有领导、购买人、值班员三者证

明方能生效。五是服务社盘点制度。部队军人

服务社和各营代销店，做到进货有验收，商品专

人管，消耗有登记，每月搞盘点。六是出差制

度。能代办的不另派专人，能一人办的不去两

人，文件报表能邮寄的不派专人送，能顺途乘

本单位汽车的不乘地方客车，能乘公共汽车的

不租三轮车，坐火车尽量买通票，能乘慢车的

不买快车，能住军内招待所的不住旅馆，能在

军内就餐的不在外吃饭，能随身携带的物品不

托运，能当天返回的不在外逗留住宿，住旅馆

能早退房的不拖延，使差旅费逐年减少。六是

奖惩制度。经常向部队党委和领导反映财务工

作情况，使好人好事能及时得到表扬和奖励，扶

植了正气，对差的可及时采取措施，杜绝了事

故。两年多来，三好（经济民主好、经费安排

好、执行制度好）、五无（无贪污盗窃、无错

帐短款、无虚报冒领、无浪费开支、无私借公

款）单位逐渐增多，全部队三十个伙食单位，
去年达到“三好”、“五无”的就有十八个。

难得的四个一样

按章办事，一视同仁，还是按人行事，随

机应变，是衡量财务工作人员能否坚持原则执

行制度的试金石。前者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后者就是资产阶级的坏习。财务股的同志们，
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坚

持做到四个一样。
战士和干部一样相待。不管干部还是 战

士，制度怎么规定的就怎么办。对战士 不歧

视，对干部不照顾。一次，司令部一位副参谋

长带两名战士到湖南出差，公事完后去韶山。
报帐时，财务股的同志照章把他们去韶山的费

用单据取了下来。起初，那两个战士以为托副

参谋长的面子会给全部报销，当他俩知道副参

谋长也没有能报销时，都说：“那我们还有什

么好讲的！”高兴地把不该报销的单据拿回。

下级和上级一样相待。不论是 基层 的 同

志，还是上级的领导，凡是符合制 度 规定的

事，他们就支持，只要违反财经纪律，他们就

加以抵制。一次，部队某领导托人给部队买东

西，事先送了木耳、核桃等礼物，部队和后勤处

领导签字并授意让报销。财务股的同志认为，

公款送礼是歪风邪气，耐心向领导作宣传，坚

决加以抵制，受到领导和群众一致赞扬。对认

真执行规章制度的好人好事，他们积极建议领

导给予表扬。一九七八年，司务长、给养员中立

功和被部队评为先进干部和战士的有七人。
生人和熟人一样相待。无论生人 还是 熟

人，按章办事，不徇私情，不开后门，该补的

就补，该扣的就扣。某营有个战士外出看病，

按规定可报一天途中补助费，但他没有报，郭

代松助理员发现后，便主动给予补报。郭助理

有一位同年入伍的老乡，一九七八年到家乡附

近接兵，领导批准回家住了几天。报销时，他

把回家和接兵的费用贴在一起，郭助理员按照

规定，把他回家的费用单据取了下来。这个同

志指着郭助理员说：“你老兄太认真了。”郭

助理员笑了笑说” “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
是制度规定。”

别人和本股人一样相待。财务股的同志对

别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本股人员同样钉

是钉、铆是铆，从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该股原副股长探家时，绕道看望亲友。报帐

时，绕道的十几元钱车票，同样被撤了下来。
另一次，这位副股长外出看病，按里程只有两

天途中补助，管理排长却给他报了四天，股里

负责报帐的同志发现后，毫不客气地给他扣去

两天。全股同志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现在用

的热水瓶，还是分股时旧的，桌子、凳子等办

公用具也都是老家当。同志们说：“后勤几个

股，财务股最穷”。

热心为连队服务

财务股为连队服务，是由一个不够自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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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自觉的过程。前几年，基本上是坐在机关

“等上门”，来了就办，不来不管。有时也下

去，但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连队有的同志

说他们“象是得了冷热病，一阵一阵的”。
粉碎 “四人帮”后，他们认真进行了思想

作风的整顿，并算了一笔细帐：全部队三十个

伙食单位的司务人员，每月上来报帐一次，就是

三十个工作日，而他们一两个人下去，全部队

才需两至三天，不仅可以节约人力物力，更重

要的是加强了连队建设，密切了机关和部队的

关系。从此，他们坚持月月下连送款报帐，寒

暑雨雪从不间断。股里连股长只有三位同志，
有时除出差和探家的只剩一个人，但仍坚持不

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连队司务人员安

排工作，每次下连前，总是用电话通知连队。
他们还主动了解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帮助连

队解决实际问题。一九七八年，股长何崇南同

志了解到各伙食单位需要添置保温桶、压面机

等生活设施，积极向领导提出建议，从历年结

余中拿出两万多元来解决，加速了基层后勤建

设，深受连队欢迎。
他们不仅下连送款报账，还帮助司务人员

提高业务水平。经常分片举办给养员、经委会

委员小型培训班，讲授记帐、算帐、查帐等业

务知识。仅一九七八年，就基本上把全部队给

养员、经委会委员轮训了一遍。对新提升的或

业务水平差的司务人员，还做到重点帮助。刚

提升的九连、机三连和汽车连司务 长业 务 生

疏，他们就主动下去或利用他们来机关办事的

空隙，耐心细致地讲，手把手地教，使这三位

司务长很快熟悉了本职业务，工作越做越好。

更 正：《财政》1980年第 3 期第21页右

第五行“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 之 十 六 点

五”，应改为“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

十六点五。”

经验介绍
加强收支管理

  努力增收节支

太原市财税局

我市财税部门的广大职工遵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把财税工

作的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努力学习，改

进作风，深入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从而保证了一

九七九年财政收支任务的超额完成。我们的做

法如下：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做好年初收支指标的分配和后来

指标的调整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摸

底算帐，把收支任务及时落实到各县（区）和

各单位。
第二，大力组织收入，按照政策规定，抓

紧日常征收和查漏清欠，把应收的税款、利润

及时足额地收交入库。在征收管理工作上采取

季摸底、月落实、旬检查、日控制等方法，促

进了收入的及时上交。在组织正常 收 入 的 同

时，还采取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征收，年

初集中力量狠抓了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第四

季度为了加快收入进度，在十月二十日至十一

月二十日全市财税系统抽调二百七十余人的检

查队伍，由市局四位副局长带队分工包干进行

组织收入大检查。共查补清理拖欠的税款、利

润五百余万元，有力地促进了财政收入任务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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