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社会企业，壮大集体经济

湖 北 省 财 政 局

近几年来，我省财政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

导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把帮助发展社队企

业作为财政支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做到了

思想上有位置，工作上有盘子，组 织 上 有 班

子，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持，促进了社队企业的

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全省只有社队企业六

万五千个，总产值四亿五千万元。一九七九年，

发展到一十一万余个，社队企业固定资产达一

十七亿五千万元；实现总产值二十三亿元；占

当年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

点五；上交国家税金近九千万元；实现利润三

亿六千万元，这对壮大集体经济，改变农业生

产条件，促进农业的更快发展起了一定 的 作

用。
几年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支持农村

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做了大量

工作。白果式的先进所、先进县和先进地市不

断涌现；财政支农的经验不断丰富，由管好用

好支农资金到帮助搞好生产，由调查了解情况

到同社队干群一起制定发展规划，从帮助发展

种植业到搞种、养、加一条线。一九七九年全

省社队企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四年增长四 点 一

倍，多种经营面积（包括用材林）一九七九年

发展到三千多万亩，比七二年增加一 千 多万

亩。一九七九年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为社队提

供积累和收入四亿多万元，相当于各级财政支

农资金的总和。社队将这些积累用于发展多种

经营和社队企业、支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

助农业购买机械、扶持穷队、发展农村福利事

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

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四，全省农村社

员每人平均分配收入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

八点二。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队自筹资金

能力一般提高百分之三十，搞得好的社队提高

了百分之五十。
如何因地制宜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社队企

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这是实现多快好省

的路线问题，需要周密地调查研究，决不是一

般号召推广就能解决的。开始我们在推广学白

果财税所的活动中，曾一度出现硬性照搬的现

象，如一个平原湖区的财税所长参观白果财税

所帮助社队发展白木耳，他回去后组织社队外

出几百里去采购花柳木发展白木耳，结果生产

未发展起来，群众提出了批评。财税所的同志把

批评当作动力，深入社队调查研究，发现有几

个生产队在长江堤外江滩上种植了一千五百多

亩柳条，每年产柳条三百余万斤，由于本地没

有加工，只好送到几十里外的收购部门 去 销

售，如果自己加工成产品出售，可以为社队增

加很大一笔收入。财税所在公社党 委的 支 持

下，帮助公社篾器厂增加了柳条加工，编制外

贸出口的柳条圆花钵、元宝篮、圆提篮，方丝

盘等四种产品，当年只生产了六个月时间，实

现产值十六万一千元，利润一万四千元，收到

了投资小受益大的效果。群众说：这样利用本

地资源办企业，不愁原料又赚钱。学习白果的

经验，一定要因地制宜。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

教训，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在当地党委领导下，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本地的水源、矿藏和地面

资源作些普查，制定了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

业的规划，明确主攻方向。为使各地工作顺利

开展，少走弯路，我们按大山区、小山区、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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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平原、湖区、城郊分别选择了一些县，总

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进行分类指导，推动全

盘。
帮助发展社队企业，要坚持因地制宜，以

种植、养殖、采矿业为基础，大力发展配套加

工业，社队企业才能根深叶茂，枝壮硕果。这

样做的优点是：第一不要大量的投资，第二不

会增加群众负担，第三不与大工业争原材料，
产、供、销好沟通，第四见效快，受益长，第

五农、工、商可以互相促进。英山县是我省与

安徽省交界的一个边远山区穷县，宜林荒山面

积较多。一九七四年以来，在县委的统一领导

下，财政部门先后帮助发展各种作物基地三十

六万亩，其中：青茶基地一百五十个，面积四

万亩，发展桑树基地一百零九个，面积三万三

千亩。接着配套办起了茶叶加工企业二百一十

五个，每年加工茶叶一百八十万斤，收入达一

百四十八万余元。养蚕场生产蚕茧 六 十 五万

斤，年收入近一百余万元。目前县里正在加紧

建设缫丝厂，即将投产。由于多种经营和社队

企业的发展，社员收入有很大增加。七九年全

县每人平均分配收入达到八十五元，比一九七

〇年的四十九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三。干部社员

高兴地说：“种植桑茶桐木麻，自产原料把工

加。不愁产来不愁销，社队增产又增收。”

黄陂县是靠近武汉城郊的县，发展多种经

营缺少山林土地，发展社队企业缺少原材料，
他们根据手工业匠人多的有利条件，找武汉市

工矿企业挂钩支援边角废料，社队企业发展很

快。罗汉寺公社过去有三千多手工业匠人长期

外流，财税所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一九七二

年帮助按行业组织社办工厂，目前已发展到十

八个企业，一九七九年社队企业产值达四百五

十万元，是一九七二年的三倍，利润六十五万

元。黄陂县财政局抓住这个典型，带动全县的

工作，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七九年达到七千五

百万元，是七二年的三点四倍，利润一千四百

万元。我们曾多次召开现场会推广黄陂县的经

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靠近黄石市的大冶

县财政部门，大力帮助兴办社队企业，一九七

九年社队企业产值由七四年的一千四百万元，
增加到七千万元，增长四倍，利润增加到二千

万元，这一年，全县将社队企业提供的积累用

于发展农业生产达到了三百六十八万元。
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必须根据当地自

然条件去组织生产，决不能看人家 搞 什 么 赚

钱，不顾自己的条件，也跟着去搞，如某县的

一个财税所，参观了黄陂罗汉寺公社发展小电

机生产很赚钱，回去后也帮助公社农具修配厂

发展电机生产，结果没有原材料，生产 上 不

去，反而增加设备投资四万元，给企业增加了

负担，企业有意见，以后吸取了这个教训，回过

头来利用当地石料再去烧石灰，一年盈利三万

多元，得到了党委和群众的好评。常言道，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来不得半点虚假。大山区

药材很多，过去只卖原料，不搞加工，供销部

门收购后再运到城市去生产，由于山高路远，
运输困难，每年国家只能收购少量原料，大多

数浪费在山上。如野生药材黄姜经简易加工后

可生产皂素，价值很高。郧县财政部门七七年

帮助城关公社改建一个皂素厂，只扶持了五万

元的周转金，仿造出价值二十万元的土设备三

十九台，当年生产皂素三吨，实现产值六十多

万元，盈利十五万元。均县财政局帮助公社土

法上马利用石煤，先后办起了五个五氧化二矾

厂，为我省山区社队发展生产开辟了 新 的门

路。大山区县发展社队企业、种植业占的比例

大，受益慢，要狠抓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为了

加快山区建设的步伐，一九七七年我们在郧县

召开了全省二十三个大山区县财政部门扶持发

展多种经营社办企业坐谈会，推广这些经验，
进一步明确建设山区要立足于开发当地资源，
种植、采矿、加工要配套，不能只生产原料不

搞加工，更不能只加工不生产原料。这二十三

个大山区县社队企业，一九七九年实现产值一

亿九千六百万元，比一九七五年增长 一点 八

倍。
湖区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要根据湖

区的特点，解决好农、渔矛盾，种、养、加要

配套。公安、洪湖两县财政部门，帮助社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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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边上修造深池宽埂精养鱼池，变天然捕鱼

为人工孵养。同时在湖堤上栽种杨柳，用杨柳

条编制条盘，提篮，湖边种植水漂草编制草地

毯，采集湖中贝壳雕工艺品，利用野鸭羽毛制

扇，蚌蛤养珍珠。他们说，发展湖区社队企业

关键是要认识湖，改造湖，利用湖，向湖要产

品，要积累。我们在洪湖、公安两县召开湖区

财政部门扶持发展多种经营社办企业现场会，
推广了这两个县的经验，解决了一部分湖区财

政干部认为湖区办社队企业缺乏资源，发展困

难的思想问题，促进了湖区社队企业的发展。
以湖区为主的荆州地区十二个县，一九七九年

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了五亿七千多万元，比一

九七五年增长了一倍多。
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电力供应不足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

们协助水利部门按照各地水力资源和社队需电

情况狠抓小水电建设，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解决

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能源困 难。取 得 了 效

果。

社队企业发展起来了，经营管理、经济核

算跟不上去，将会影响经济效果，对发展、壮

大、巩固社队企业关系很大。我们针对社队企

业财务人员新手多、业务生疏的状况，抓紧培

训财会人员。省财校派出老师组织工作队，帮

助各地县财政部门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县、

社主管企业的财会人员和重点企业 的 财 会 人

员。经过培训，使他们基本做到既会记帐、编

报表，又懂财务管理、成本核算。这样连续抓

了几年，受训的财务人员近十余万人次。同时

在公社财税所配备了农业财务专管员，负责管

理社队企业和辅导企业财务人员的业务，很多

公社财税部门还帮助组织建立了“社办企业财

务人员集中办公日”制度，互审互查，互教互

帮，共同提高业务水平。这样短期培训与经常

辅导相结合，集中办公与分散作业相结合，课

堂教学与互教互帮相结合，培训了一大批社队

企业财会人员。加强了社队企业的经营管理和

经济核算，适应发展社队企业的需要。

小小说
五 厘 钱 与 五 元 钱

倪 宗 兆

小林向爸爸要钱去买糖吃。回来后，
爸爸问：“糖几分钱一块？”小林说：“四

分钱！”姐姐说：“你吃亏了五厘钱，我买两

块只有七分钱。”爸爸听说，一合计，叫

小林再拿三分钱到商店补买一块糖回来。
小林买糖回来时，乌云遮天，一场大

雨就要 来 临，他

跑进门 就 对 爸 爸

说：“爸爸！你们车

间有一袋水泥还放

在外面，马上就要

被雨淋了！”爸爸若无其事地说：“看你大惊

小怪的，一袋水泥只不过值五元钱。我是

车间主任，这事不用你管！”

第二天，小林上学路过车间，见那袋

水泥仍在原处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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