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財 政 工 作 的 跃 进

四川省珙县底洞乡是一个有1984戶、8925人的山

区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現有高級社

33个，入社农戶占总农戶98%左右。合作化后党进一

步加强了对生产的領导，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生

活有了很大改善。
底洞乡1956年 6 月間建立了乡級財政后，在党的

領导下，預算收支执行的情况，基本是良好的。1957

年各項收入均超額完成，事业收入超額4.5%，支出結

余6.7%。两年来公粮、自筹、公債以及公房租金收

入均已收齐，沒有尾欠，幷加强了管理。1958年，截

至 4 月中旬止，財政任务完成情况也是比較好的。公

債認購超額25%%，交款已完成任务的70%，占認購数

的56%；专区化肥厂投資，群众自报数超額70%，交

款达到自报数的44%。乡級会計帳表亦較完整，并能

做到按月报送会計月报及資产負債表。
底洞乡建立乡級財政后，取得上述成績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党政領导的重視，改变了过去“收入向上

級交，支出向上級要”的消极管理財政的方法，采取

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統一安排財政工作”的

方法，根据各季各月不同情况，結合生产，突击去完

成財政任务。这是底洞乡財政管理工作跃进的基本方

法。他們在乡財政工作中还取得以下一些經驗：
一、領导动手，政治带头，結合 中 心，統 一安

排。底洞乡建立一級財政后，党总支書記就把財政工

作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之一，經常督促財粮和有关人員

搞好財政工作，幷亲自了解和掌握財政任 务 完成情

况，及时地結合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安排和布置財

政工作。如夏征秋征、公債推銷、其他收入等，都专

門召开会議或結合各种会議进行具体布置，幷及时檢

查督促。在布置財政工作时，对乡社干部做好政治思

想敎育，使干部懂得社会主义建設是要有財政 去保

証，財政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貫彻了“政治带

头”的方法。党总支把財政工作列为全乡紅旗竞赛評

比內容之一，通过竞赛評比，迅速地推动了財政业务

工作的跃进。
二、建立乡級預算，发揮全民办財政的积极性。

底洞乡每年乡預算成立后，卽向乡人民代 表大 会 报

告，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的。因此，全乡人民知

道本乡財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用于那些开支，办

了那些事业。这样使乡財政預算变成了群众的实际行

动，积极地支持和拥护財政工作，发揮了全民办財政

的积极性。
三、財权下放，責任加重，大家想法，办 好 財

政。乡級財政建立后，下放了部分財权，全乡干部特

別是領导干部，認識到过去收入向上級交，支出向上

級要的方法已不适用，現在要自己組織收入来保証支

出需要了，財政收入好坏，就直接关系到乡級事业发

展和必需开支。因而全乡干部都积极开动了脑筋，想

出了办法，来增加收入，节省支出。該乡为了管好公

房，經大家研究組織了公房管理小組，吸 收 財粮 委

員、人民代表、工商联等人員参加組成，負責对居民

进行爱护国家財产的敎育，动員住戶及时交納房租，
审查公房維修計划和貧困戶的租金减免照顧等。由于

依靠了群众力量，1956和1957两年房租都沒有尾欠。
如学杂費收 入，由于采取了由社証明，学校签意見，
乡审查批准的减免办法，作到了应当减免的都得到减

免，該收的全部收起，1956、1957年均超額 6.5 % 、
4.5%。

四、財粮主动，及时汇报，領导支持。財政工作

必須以生产为中心，紧密結合和圍繞生产来进行財政

工作。必須認識：完成了生产任务，才能保証財政任

务的順利完成，做好財政工作又是促进生产大跃进必

不可缺少的工作。因此，財政干部要从思想上認識到

生产是一切的中心，財政工作必須紧密結合生产来推

进。底洞乡財粮人員，虽然在中心任务十分繁忙情况

下，能够結合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地搞好业务工作，
而且經常的把財政收支情况和存在問題，及时地向領

导汇报，取得了領导的支持，結合中心工作，統一安

排了財政工作，推动了工作跃进。
此外，县財政部門抓紧业务輔导，經常督 促檢

查，也是促进乡財政工作跃进的重要工作之一，珙县

財政科去年七月間，对底洞乡財政工作进行檢查，帮

助解决具体問題，促进了底洞乡財政业务工作的健全

与巩固。
（摘自四川省宜宾专区財政局財政情况簡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乡財政工作的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