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情 地 扶 植 社 队 企 业

湖南省财政局

按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社

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坚持以农业为

基础，加快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国

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时

候，认真回顾我省社队企业的发展过程，总结

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对于进一步端正思

想路线，自觉地贯彻党的十一届四 中全 会精

神，正确支持社队企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主持工作期间，十分重

视社队企业的发展。他到中央工作后，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写信给省委常委，指出：发展社队企

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

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具有重

大意义。并号召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书记动

手，全党动员，全面规划，相信和依靠群众，

使社队企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

级向前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华

主席在多次接见湖南赴京开会代表时，都对发

展社队企业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给了我们深刻

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到一九七八年，全省农

村人民公社都办了企业，总数达二万 八 千多

个，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大队办了企业，总数达

九万五千多个。社队企业收入达二十四亿五千

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四，占人民公

社三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按农村人

口平均每人五十三点四五元。社队企业发展的

形势是很好的。
这几年，我们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主要

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的：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深入调查，

摸清当地资源情况，全面规划，合理开发。攸

县财税局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专题调查，群众报

矿，查找地质、水文资料等办法，普查了全县

的山林、水流、矿藏、野生植物等资源情况，
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全面规划，促进了社队企

业的合理发展。醴陵县财税局通过调查栗山坝

公社的矿产资源，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硅泥矿，
他们走访了省、地轻工、冶金、建筑部门，进

行化验、试烧和试制，向全国一些冶金企业寄

送样品，并帮助公社土法上马，一九七八年生

产了九百七十吨，盈利二万四千元。
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多年来，我省

都从地方机动财力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

发展社队企业。一九七八年，省委决定把四千

九百万元支援人民公社投资用于社队企业，扶

植公社、大队，新建、扩建了近一千个企业。
年底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项目建成投产。涟沅地

区用这笔投资，社、队两级兴办了五十八个骨

干企业，年产值一千万元，平均每个公社增加

约二十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穷社、穷队

的面貌。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从一九七九年开

始，我们将支持社队企业的投资，有条件有选

择地试办周转使用的办法，并推行了合同制，
效果很好。

几年来，我们在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过程

中，十分注意帮助社队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主

动帮助企业的整顿工作。帮助他们制订合理的

定额，规定高产优质的奖励办法，帮助企业运

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开展单船核算搞好财务

管理，使一些工厂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我们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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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企业局，制定了全省统一的社队企业会计

核算制度，目前，多数县都实现了帐簿凭证、会

计报表、记帐科目、核算方式 “四统一”，并

坚持联审互查制度。我们还同社队企业局联合

主办了财会人员师资训练班，两年来，共培训

社队企业财会人员近二万人，为搞好财务管理

创造了条件。
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问题也不少。

如有的因调查研究不深入，资源没有弄清，产

供销不衔接，就盲目办厂，造成一些损失；有

的因摊子铺得宽，资金上下互相 “钓鱼”，形

成难以解决的缺口，造成一些企业多年不能投

产；有的因监督和管理不严，使支持社队企业

发展的资金，被挪用浪费，不能发挥效益等，
需要今后认真加以解决。

在实践中我们有如下一些体会：
第一，发展社队企业，必须贯彻自力更生

的方针，走由小到大，由土到洋，逐步发展的

道路。许多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是

这样搞起来的。攸县峦山公社，有丰富的造纸

原料，想建个小纸厂，他们采取烧石灰、搞运

输、采集野生植物等办法，筹集办厂资金。由

于资金来之不易，处处精打细算，原设计需要

九万多元购设备，他们土法上马，只用了二万

多元就使这个厂投了产。他们靠本身积累，逐

步发展，现已扩建成年产一万五千担包装纸的

机械化纸厂。与此相反，新化县吉 庆 公 社 纸

厂，一九七七年开始建厂，三年向国家要了无

偿投资二十三万元，向社员摊派了十万元，现

在依然无水无电，尚需二十多万元，如国家不

继续支持，则难以建成投产。这两个例子，从

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财政部门支持社队企

业发展，既不能包办、恩赐，又要防止社队贪

大求洋，不量力而行，必须贯彻社队自力更生

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
第二，要坚持就地取材的方向。社队企业

应当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为大工业和出口服务所需要的产品，不搞“无

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与

大工业争原料和动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

向。凡是这样做的社队企业，都有生命力，都

能得到健康发展。攸县莲 圹 坳 公 社，盛产生

姜，过去因运销不及时，大量霉烂。后来他们

在财政部门帮助下，办了一个烤姜厂，加工干

姜，又利用姜皮加工成姜油，不仅促进生姜产

量成倍增长，还为国家创造了外汇。因为加工

生姜季节性强，又引进种植榨菜，搞 榨菜 加

工，为了解决盛装的器皿，又办起了陶器厂，
种植、加工成龙配套，越办越活，使社队企业

立于不败之地。与此相反，安化县一些公社，

看到二轻系统办了一个塑料厂，有利可获，一

哄而起，办了七个社办塑料厂，结果原料无来

源，产品无销路，全部被迫停产。这两个事例

说明，财政部门支持社队企业发展，必须坚持

就地取材的正确方向，服务于调整国民经济的

总任务，立足于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生

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
第三，要把穷社、穷队作为支持的重点。

过去，财政部门对比较富裕的社队，支持多一

些，使部分条件较好的社队先上去，甚至冒点

尖，既可增加社会财富，又可起到示范作用，
有利于激发大家办企业的积极性，这是对的。
但是，穷社、穷队条件差，基础薄，生产发展

慢，社员生活水平低，更需要国家支持。我们

一定要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帮助他们改变面

貌，使之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 裕 的 道 路。目

前，我省还有三分之一的公社，社队企业年产

值在三十万元以下，还有百分之三的大队，没

有办起企业。因此，财政部门必须 把这些穷

社、穷队作为重点，支持他们尽快的把社队企

业发展起来。
第四，要讲究经济效果。发展农业需要强

大的经济实力，资金从哪里来？全部靠国家投

资？不可能，靠农业本身积累？这条路已走了

二十多年，没有那个社队能单纯靠农业积累起

现代化资金。许多先进社队，从兴办赚钱的工

副业起家，扭转贫困状况，积累起 必要的资

金，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这是发展农业唯一

正确的道路。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利用本地资

源，于一九六六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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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有利可图的石灰

厂、水泥厂起家，采用 “滚雪球”、“母鸡下

蛋”的办法，陆续办起了十九个社办企业、七

十七个队办企业，一九七八年社队企业总收入

达到二百七十一万元，占公社三级收入的百分

之四十六点五。他们用社队企业积累资金，支

援农业，武装农业，初步实现了 机 械化。但

是，在“四人帮”横行时，许多地方发展社队

企业，不敢讲核算，似乎一讲赚钱，就是搞资

本主义，失去了发展社队企业的意义，不但不

能为农业出力，还给社队背上了包袱。沅江县

草尾区，一无矿石，二无煤炭，区、社却合办了一

个磷肥厂，规模一再扩大，由年产八百吨扩到

三千吨。一九七八年财政投资十四万元，银行贷

款四十八万元，自筹二十二万元，一年生产了

六百吨磷肥，每吨成本三百三十元，销售价只

有一百二十元，职工劳动报酬分文未付，还亏

损十四万元，已被迫停产。这两个明显对比的

例子，有力的告诉我们，财政部门支持社队企

业的发展，一定要帮助社队算帐，讲究经济效

果，有利可图，使之能够为农业积累资金，真

正达到以工养农、以工促农的目的。
第五，要既抓建设又抓管理。发展社队企

业，一方面要继续办一些新企业，特 别 是 种

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另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现有企业管理，充分

发挥它的经济效益。在社队企业已经具有一定

规模的情况下，要防止那种乱 上项目，乱 布

点，不抓管理的现象。目前，社队企业在经营

管理上问题不少，生产无责任，劳动无定额，

成本无核算，质量无检验，经济效果很差。我

省社队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一千九百九十一元，

只相当于国营工业的百分之二十，潜力是很大

的，把经营管理抓上去，产值、利润都能大幅

度上升。因此，财政部门支持社队企业发展，
既要支持建新的，更要帮助管好老的，力争建

成一个，办好一个。

杂谈平平之言，不可轻视

蔡 边 文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
我们看到，有的同志往往对基本理论或基本常

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有

些同志恰恰是在普通常识上犯了错误。
当然，常识并不等于真理，有时常识和真

理相距十万八千里，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真

理却是朴素的，平淡的，是老老实实的平平之

言，许多成为人们的普通常识。如果我们轻视

这些平平之言，自作聪明地追求什么高论或奇

策，甚至在行动上违反它，那就要犯错误，坏

大事，受惩罚。历史上继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任

尚，就是一个例子。
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在西域活动三

十一年，勋劳卓著，以年老退休，与后任都护

任尚交接。“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

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任，岂班超所能及

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

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 怀 鸟 兽 之

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

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 总大 纲而

已。超去，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 君 当 有 奇

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

罪被征，如超所戒。”

“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这是班超在西域

三十多年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说是审时度势的

“奇策”。但他的继任任尚却轻蔑地以为“所

言平平耳”，以至违背班超所戒，乱了国事，

犯了错误，“以罪被征”。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

汲取的。
就财政工作来说，关于国家预算的安排和

执行，党中央多年坚持、最近国务院财经委员

会负责同志重申的几条，如当年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搞好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

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和“少花 钱 多 办

事”，不能用搞赤字、发票子扩大基本建设，

等等，也都是平平之言，或

者说是多年来的 “老 生常

谈”。然而，我们绝不可因

为是平平之言而稍有轻视，

任尚的教训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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