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经营搞得好  路子越走越宽广

——浙江省诸暨县征天水库的调查

浙江省诸暨县征天水库是由五个公社联合

兴办的由集体管理的水库，总容量一千一百三

十八万方。自从一九六〇年建成以来，他们大

搞综合经营，经费一直自给有余，路子越走越

宽，效益越来越高。
征天水库水面不大，水库坝前土地不过五

十多亩，和全国二千多个中型水库相比，水土资

源条件并不好，但他们想方设法，在保证工程

安全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水土资源，开展了综合经营。他们在建库时，

就考虑了结合筑坝取土，建起三十六 亩 鱼 种

塘，大坝合龙后就放养了鱼苗，年产鲜鱼五万

多斤；造田种粮十八亩，年产粮食三万多斤；

还有喂猪、养鸭、种菜等等。他们利用渠道水

力，安装水轮机给社队碾米磨面，又配上发电

机组，三级电站装机四百千瓦，架设了高低压

输电线路三十二点六公里，一般每年发电二、三

十万度，丰水年可以发电五、六十万度。他们

兴建了水利机械厂，生产闸门、启闭机等多种

水利机械供应全国。以后还根据当地生产和建

设的需要，办起了石灰氮肥厂和水泥厂。
征天水库发展综合经营，掌握了 一 条原

则，即“赔钱买卖不能干。”他们经营的各个生

产项目，都精打细算，力争盈利。石灰氮肥厂

生产的石灰氮肥要亏损，但中间产品 电 石 有

盈利，厂里就多产电石供应工业和基建部门，

以盈补亏。所以从建库到一九七八 年，经营

农、牧、渔、电和工付业等共收入二百三十一

万元，扣除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工程维修等

费用开支外，累计盈余六十二万元。一九七九

年综合经营有了新的发展，当年盈余达四十万

元以上。
征天水库综合经营搞得好，经费年年自给

有余，经济力量日益雄厚，有力地支持了大搞

灌区渠系配套工程。这个水库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从综合经营的盈余中拿出近二十万元，逐

步建成了“蓄、引、提”三结合和旱涝兼治的

水利网，积极采取了七条有效措施：

1、兴建了灌区防洪堤三十三公里，可抗

御一般的洪水灾害；

2、在库区上游开了一条一千一百六十米

长的引水渠道和一条长二百六十五米的穿山隧

洞，引水入库，每年可增加蓄水二百 五十万

方；

3、在灌区内先后帮助修建了具有调蓄作

用的小水库十四座，可利用的库容一百五十万

方；

4、在干渠上面建起十四个固定机埠，在

灌区旁边的三条江里，建起了十条圳坝，充分

利用江水和回归水。
5、灌区下游原有的排涝机埠，改为排灌

两用，做到旱来能灌，涝来能排；

6、为了减少水量渗漏，提高 渠 道 利 用

率，采用黄泥整实铺底、干砌块石护面 的 办

法，大搞渠道“三面光”，过去水库放水从渠

头流到渠尾，需三天三夜，现在只需 一天 一

夜。
7、不断改进用水管理，实行“计划用水，

按方收费”，促进了社队合理 用水，节 约 用

水，平均每亩水田每年用水三百三十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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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水库的灌溉效

益不断扩大。这个水库的设计灌溉面积是一万

八千另五十五亩，现在扩大到二万二千五百亩。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遇到严重干旱，还支援非

灌区灌溉农田三千多亩。灌区在建库初期粮食

亩产仅五百七十斤，一九七八年达到一千四百

四十斤，一九七九年又有了新的增长。灌区的

水费负担则不断减轻，建库初期按土地亩数每

亩收费一元，以后改为按用水方收费，现在改

为计划配水按五个等级固定收费，每亩收费二

角四分到六角。
征天水库从建库以来，十分重 视 财 务 管

理，他们根据简便易行和便于领导审查、群众

监督的原则，建立健全了会计 核 算 制 度，综

合经营的收入，实行统一核算；所需 生 产 支

出，统盘安排。并建立了财务计划管理，财产

物资管理、现金管理、成本管理、费用管理和

帐证管理等六项制度。通过会计核算和财务制

度的执行，对管好用好财力、物力，充分发挥

效益，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经

上级批准，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起，实行了

多劳多得的奖励制度，每月按工资总额提取百

分之十的金额作为奖金，根据每个职工政治表

现，劳动态度，出勤天数，爱护公物，贡献大

小等，民主评出一、二、三等奖，个人每月得

到的奖金不超过五元五角。实行奖 励 制 度以

后，使职工进一步树立了主人翁思想，加强了

办好水库责任感，明显的有四个变化：一是生

产劳动效率提高了；二是出勤人数增加了；三

是生产事故减少了；四是各项费用节省了。实

践证明，搞了奖励制度以后，改变了“吃大锅

饭”的局面，把国家、水库、职工个人三者利

益结合起来，使水库的管理工作出现了新的面

貌。  （邱玉生）

建

议
没有必要一个省搞一个电影制片厂

建 文

现在许多省、市、自治区都在筹建自己的

电影制片厂，这无论从资金、设备、物资、人

材等各方面来看，都是没有必要的。
其一，按照文化部的规划，到 一九 八 五

年，全国将年产故事片一百部至一百二十部。
文化革命前建的七个老厂就有三十一 个 摄 影

棚，按年产一百二十部影片计算，平均每个摄

影棚只担负四部影片（罗马尼亚一个摄影棚年

产八部故事片）。何况目前正在建设 的 四 个

厂，还有五个摄影棚，不久即将投产。依靠这

十一个厂，三十六个摄影 棚，不建 新 厂，到

一九八五年实现年产一百二十部影片的规划，
是完全可以胜任有余的。因此，老厂 潜 力 很

大，不需要再建新厂。
其二，电影制片厂，不是行政单位，也不

受行政区划限制。不存在那个

省没有制片厂就没有电影看的

问题，没有必要每个省都搞自

己的电影制片厂。集中建几个

厂，可以集中专门人材，统筹

安排，合理使用，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电影艺术

水平和影片质量。分散建厂，人材分散，就会

降低影片质量。从经济上说，制片厂的年产量

越高，成本也越低。因此，各自为政，分散建

厂，不是好办法。
其三，目前电影事业突出的矛盾，不是制

片厂不足，而是电影院不足。全国现有十一万

多个电影放映单位（包括农村放映队），专业

影院只有二千五百四十八个，加上机关、企业

可以放映电影的俱乐部、礼堂，也只有四千二

百多个，只占全国放映单位的百分之四。由于

城市影院太少，有的只好缩短间歇时间，增加

放映场次，甚至通宵放映。因此，建制片厂不

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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