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确分工，协同作战，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财政监察工作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光靠

财政监察机构单枪匹马地去干，是搞不好的。
为此，我们首先在财政局内部作了明确分工，
凡纯属业务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和一般性的

违纪案件，由主管处承办。比较严重的案件，

以监察处为主，会同有关处检查处理。财政局

和各主管局之间的分工是，凡属省级单位违反

规章制度和一般性违纪案件，由其主管局负责

处理。比较严重的案件，以财政局为主，会同

主管局检查处理。各级财政部门之间也有明确

分工。这样分工之后，不仅可以使监察部门集

中力量，抓一些大案、要案和带有倾向性的案

件，推动和指导面上工作的开展，而且可以使

各地区、各部门各负其责，充分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
财政监察工作，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

把专业监察与群众性的检查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发展经济、增加积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做出应有贡献。

节 约 谚 语

△  勤勤俭俭粮满仓，大手大脚仓

底光。

△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

有时。

△  漏洞虽小，也能沉没一艘大船。

△  冬不节约春要愁，春不播种夏

无收。

△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刘殿桢）

我们是怎样深入

开展财经纪律检查的

河北省财政局

财政监察工作，涉及的面很广，政策性也

很强，任务是很艰巨的。开展财政监察工作，
是搞好党风党纪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

做好财政监察工作，加强财政监督，整顿好财

经纪律，我省深入开展了财经纪律大检查。从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了四次

全省范围的财经纪律大检查。特别是一九七八

年下半年那一次大检 查，声 势最 大，范围最

广。在党委统一部署下，全省基层单位普遍开

展了“自查”，按系统由主管部门组织了“互

查”或“联查”，并以地、县为单位进行了重

点抽查验收。通过财经纪律大检查，收到了一

定的效果。概括来说就是：现在破坏和违反财

经纪律的少了，维护和遵守财经纪律的多了；

片面强调局部利益的少了，顾全大局、服从国

家计划的多了；讲排场、闹阔气、铺张浪费的

少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花 钱 谨慎 的多

了；擅自做主，自立“土政策”的少了，研究

财政制度，注意请示报告的多了。在思想上和

工作上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财经纪律大检查中，我们的 主要做法

是：

一、加强领导，把整顿财经纪律

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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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纪律的文件下达后，省委在全省农田基本

建设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贯彻，要求各级党委

加强领导，把财经纪律大检查抓好。在工作进

行中，发现一些地方存有错误认识，有的认为

查也白查，解决不了，不如不查；还有的认为

反正没有装入个人腰包，查不 查不 在乎。因

而，工作动劲不大。于是，省委又召开了地、

市委财贸书记会议，地、市财政局长参加，重

新学习了文件，汇报交流了大检查的情况，分

析了存在的各种思想阻力，具体研究了继续开

展财经纪律大检查的方法和步骤。省委主要领

导同志讲了话，指出整顿财经纪律就是整顿党

的纪律，强调各级党委一定要提高认识，端正

思想，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件大事，列入议

事日程，切实抓好。会后，各地 重新学 习文

件，统一认识，召开大会进行发动，加强了对

这一工作的领导。沧州、张家口地区和唐山市

等地方都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动员大会，由党委

一、二把手传达文件，作动员。邯郸地、市委

的主要领导同志，带领三百多人的检查团，用

半个月的时间对全区十五个县和市直一百三十

二个工商企业进行了检查。在大 检 查中，省

委、省革委曾多次组织检查团，到问题较多的

地、市进行检查。省财政局八个局长，有七人

带队到重点地区和单位检查。由于各级领导的

重视，保证了全省财经纪律大检查 的 顺利开

展。

二、抓住典型案件，大刹不正之风

在大检查中，抓住带有倾向 性的 典型案

件，进行检查核实，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及

时刹住不正之风。
我省从一九七七年以来，先后处理了典型

案件一百九十余起，受到各种处分的一百六十

人，其中受撤销党内外职务以上处分的八十九

人。邢台市一开始就抓住酱油厂、造纸厂等五

个单位违反财经纪律的典型案件，由市委第一

书记主持，召开大会进行了严肃处理。大城县

原水利局党总支副书记、副局长章涛，利用在

唐山抗震救灾之机大吃大喝，六个月挥霍白酒

八十七斤，啤酒一百二十五瓶，救灾款一千一

百二十元；他还把在救灾中搞的“小钱柜”转

回本县继续吃喝，仅中秋节一次宴席就用款一

百三十元；他在负责修建泊庄拦河闸工程期间

玩忽职守，使工程报废，损失二十五万多元。
大城县委决定，撤销章涛党内外一切职务，开

除党籍，由司法机关逮捕法办。我局还会同有

关部门抓了几起涉及到当地领导人的阻力较大

的大案要案。如对丰润县海河指挥部严重违反

财经纪律案件的检查，我们克服各 方面 的阻

力，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查清该指挥部，
在修复还乡河震毁工程中，偷工减料，虚报冒

领国家抗震救灾款一百六十八万元，粮食五十

六万斤的问题。唐山地委对此都进行了严肃处

理。再如承德市原城建局党委主要负责人打击

报复坚持财务制度的财会人员的问题，检查组

曾六进六出，终于查清了事实，承德市委决定

给予该局主要负责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

党察看二年的处分。通过典型案件的 严 肃 处

理，对全省震动很大，影响很好。大造了革命

舆论，大刹了不正之风，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

快。他们说：这回可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了。

三、边查边改，巩固和发展大检查的 成

果。

查出的问题能不能改，这是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

扰破坏，法制观念淡薄，财经纪律松弛，开始

大检查时，有些问题查出来一时不能 严 肃处

理，一些人就错误地认为“法不责众”、“撑

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有一些人一

面写检查，一面突击盖房搬家，所谓“检查一

阵子、舒服一辈子”。针对这种情况，省委、

省革委首先带头刹风，带头改。例如在大检查

中，各地普遍检查出我省建小化肥厂时有平调。
据统计，全省建小化肥厂借用社、队资金共达

七千多万元。省委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先从

七八年省机动财力中拿出两千万元归还社队，
其余部分在三年内分期还清。这样做，给各地

查处问题带了个好头，对广大干部、群众鼓舞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很大。
各地普遍注意了边查边改，及时纠正。唐

山市在大检查中查出违纪动用资金共二百一十

八万元，通过积极做工作，归还了一百五十四

万元。沧州地区通过大检查收回挪借和“小钱

柜”资金五十七万元。不少地方和单位对擅自

兴建的楼堂馆所及其他计划外工程，经过群众

讨论，分别采取没收、调整、改变用途、补办

手续等办法，做了处理。

财经纪律大检查决不是搞一两次就能解决

问题的，必须坚持经常抓，每年至少抓一两次。
整顿财经纪律是一场长期斗争，必须长期抓下

去。

加强财政 监督  严 格 财 经纪律

本 刊 评 论 员

加强财政监督，严格财经纪律，是相辅相

成的两件事。抓好这两件事，对于打好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第一战役，贯彻执行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

国财政监察工作会议的召开，引起有关方面的

重视，正是这种客观需要的反映。

（一）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包括监督制

度在内的各项制度，以防止我们的干部从人民

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老爷。财政监督是国家

整个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党政监督

机关不同之处在于，财政监督是通过组织社会

产品分配的客观过程中的监督，是通过财政业

务活动和日常管理中的监督。或者说，财政监

督是寓监督于服务和促进之中，监督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和促进。
财政监督可以表现为事先、事中和事后，

是大量的经常的随时随地发生的，运用得好，

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监督形式。比如，办工厂，

搞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都要有 一定 的 资

金，都要编报事业计划和收支预算。财政部门

在汇总和审查计划和预算的过程中，要看收入

是否积极可靠，支出是否宽打窄用，是否符合

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要求，等等。这种事先

监督具有“防患于未然”，从全局进行综合平

衡的作用。又如，计划和预算成立以后，收入

要定期上缴，支出要按时拨给，而且各单位要

按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

督，既比较灵敏，又比较准确。这里，事情办

得好或者办得不好，硬碰硬的数字是铁面无私

的见证人。你说你的企业办得好，为什么应当

上缴的利润不能及时足额地上缴呢？你说你办

事很节约，为什么事业办得不多而经费反而超

支呢？一切重大的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都躲

不开财政监督这面镜子。面对这面镜子，一切

空话、大话都是无用的，要凭硬碰硬的钱的数

目字。一切办事拖沓、不讲效率、不按客观经

济规律办事的官僚主义的真面目，都会在这面

镜子里反映出来。所以，有的同志说，监督，
首先就是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善于监督，
就是要善于反映。当然，财政的监督也有它的

局限性，往往只是提出问题，还不能回答为什

么会这样和怎样解决它。但是提出了问题，就

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可以帮助我们去调

查研究，进一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再如，

年度终了，要报决算。决算不但报 花 了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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