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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凤崗县水河 乡从

1957年 6 月起，建立了乡級財
政，大大发揮了乡鎭干部管理

財政的积极性，使乡的財政收

入有所增加。如过去一二年来

这个乡的煤炭山本費 、电 影

費、公粮尾欠等一直都收不起

来，建乡財政后，一个月就收

繳了尾欠80%左右。因此，改

变了过去乡里需款时伸手向县

里要的現象。
建立乡財政的工作共分四

步，第一步是宣傳动員阶段，
由县人委会建 乡 財 政工作 組

进行宣傳动員，反复交代为什

么要建立乡級財政和建立乡級

財政的意义。得到乡干部的积

极支持。第二步是收集和核对

这个乡的財源情况，幷摸淸支

出項目。这个乡的主要收入是
煤炭山本費和屠宰稅，其次是

机动田租和学杂費，还有少数

的电影費、水碾、油榨、公产

变价（林木）等費。支出項目

有乡人民委員会干部 5 人的工

資、公杂費和乡人民代表大会

会議費，三所小学 12个敎 师

（民办 2 人）的工資、公杂費

等。掌握了这些基本数字和熟悉了情况以后，第三步

就根据統一的預算表格、科目来編制預算草案，幷报

乡人民委員会审查通过。編造預算工作着重由乡財政

干部做，工作組只起参謀指导作用，不能一手包办，
否則就不能帮助乡財政干部熟悉业务，容易造成工作

組一走，乡財政便垮台的現象，使建立起来的預算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
其次，預算科目的設計不应太复杂，要通 俗易

懂，应根据本地区財政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
参考国家預算科目来制定。为了使乡財政干部今后便
于掌握和执行預算，在乡預算內把国家預算（收入的

屠宰稅，支出的乡干部和小学敎員工資）和乡鎭自筹

（收入的机动田租，支出的民办小学补助）合編在一

起，这样虽增加了县总会計內部轉帳的麻煩，然而大

大减少了乡財政干部业务不熟的困难。对民办小学的

公杂費和敎师工資，采取由乡統一筹集的办法，卽将

民校全年学生学費收入全部列作乡級收入，加上政府

每月定額补助的款項，不足的 部分由全乡 各合作社

在公益金內分摊（根据社的大小結合各方面情况由社

主任討論决定），这样就能保証民办小学的开支，使

敎师能按时領到薪金。此外，根据全乡支出項目的多

少，确定划給乡的收入，收入数目一般是小于支出，
不足部分由县撥款补助，这样能发揮乡財政干部組織

收入的积极性。
建立乡財政的第四步工作是在乡里处 理 遺留 問

題，召开有关会議，明确經費領报手續，結淸旧帳，
建立新帳，幷帮助乡財政干部熟悉业务，交代一些有

关开支标准、財政制度和必須遵守的財政紀律等等。
乡級預算成立以后，还必須建立一套适应干部水

平的、簡单易行的会計帳簿。这个乡的会計帳务是采

用复式簡易帳簿，用借貸原理記帳，先設总帳、暫收

暫付款明細帳、收入明細帳和支出明細帳四种帳簿，
除了乡預算收入和支出用多栏式明細帳外，其余总帳
和暫收暫付款明細帳用三栏式活頁帳簿記載。帳簿由

县統一印制。如有必要而干部水平又較高的地区，还

可設置各种补助登記簿和財产登記簿，登記各項基础

数字和有关資料。
从这个乡建立乡財政的經驗証明：只 要宣傳 得

好，得到乡干部的支持，預算和会計帳簿的設計簡单易

行，乡財政工作是可以开展得好的。但应該注意的是

建立乡財政后，乡財政干部业务手續增加，有关領导

应該适当减少乡財政干部的其他事务，使他們有更多

的时間专心地去考虑財政工作，从而把乡財政工作做

好。

經驗交流
怎 样 管 理单位 預 算

秀 明河北省贊皇县財政科

河北省贊皇县1957年在单位預算的管理工作中得

到了一些成效。县財政科在每月上旬向各单位撥款以

后，就抽出时間特別是在每月的下旬和月終，集中力

量深入到事务較多、手續比較繁杂和业务比較生疏的

单位，在进行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各单位的預算撥

款做到合理的运用，单位会計报表做得正确、完整、及

时，不論季报、月报都能在次月二日报送到財政科，

便利了財政科的帳务处理和汇总上报。現在把几項工

作簡单地介紹在下面：
（一）在会計技术方面，每月六日举 行 会 計例

会，帮助单位会計詳尽地学习单位会計制度，交流工

作經驗，讓单位会計人員了解单位会計工作的重要意

义和基本任务；熟悉会計科目的代号、名称及使用方

法，从而学会如何記帳，如何健全帳目；进一步讓单

位会計懂得怎样編造会計报表，編造几种，以及数字

的来源关系和报送的时間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帮助和

指导，不仅保証了各单位帳目的日清月結，报表的及

时，数字的正确、完整，同时使县財政科能及时地向

領导上汇报各单位預算的执行情况。
（二）帮助各单位編好年度預算和加强預算在实

际执行中对計划的經常监督。在編制年度預算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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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业的发展計划，分款逐項逐目逐节的进行具体核

算，通过編制年度預算，使各单位的領导和会計全面

了解本年度預算情况和如何去进行掌握和运用。預算

編成后，各单位就可以按照預算的規定用途，分季編

造分月的用款計划。財政科随时深入各单位、現場进

行輔导、帮助，檢查各单位是否按計划办事，进一步

推动各单位的預算管理工作，避免了資金使用上的浪

費、挪用和不合理等現象，保証了各項建設資金的及

时供应，使1957年县里的各項建設事业提前和超額完

成。如兴修水利方面，提前完成了水庫25座、淺地干

渠 6 道、机井32眼。此外，在山区建設公路48里，也

在雨季（八月）前完工驗收，提前使用。
（三）在深入各单位进行檢查、帮助和指导的同

时，还向各单位的領导、会計宣傳了各項財政政策、方

針和标准制度，促使各单位重視預算管理工作，节約

使用資金，有的单位都主动的制訂了各項节約計划，
因此，进一步地推动了增产节約运动的开展，有些預

算比較紧的单位如文化、林业等，不但沒有超支，还

达到了年終略有結余；許多单位都在不影响工作和工

程質量的前提下，积极主动采用了降低开支标准、按

月分发定量实物（如煤油、火柴、取暖用煤等等）、在

标准內实行实报实銷等精打細算的方法，因此，全县

公用經費开支节省了11，708元，幷且解决了未分配預

算的退职費开支11，000多元。
通过以上的工作方法，不仅使单位預算达到合理

的运用，同时减少了財政科的事务工作，与各单位的

关系也更加密切，这样，也就更有条件深入到各单位

去进行檢查、帮助和指导，把单位預算管得更好。

財政簡訊
浙江、辽宁两省通报

制止职工长期挪借公款

浙江和辽宁两省有不少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长期挪用、
借欠公款的情况比較普遍。根据浙

江省檢查61个单位的統計，干部和

职工挪用、借欠的公款达五万一千

多元；辽宁省仅鉄岭县直屬机关、

企业、事业等11个单位就有1，300多
人长期借用公款达五万多元。这两

个省許多干部借款都是长期拖延不

还，有的拖延竟达四五年之久。許

多人借款不是眞正为了生活困难，
有的借了款購办結婚家具，买手表、

毛毯；有的借了款交 伙 食費，付

房租；甚至有的人借了款存入銀行

获取利息。浙江省有不少单位在領

导干部带头借用公款的影响下，借

用公款的人数愈来愈多，借用的公

款也愈来愈大，严重地影响了国家

資金的运用。由于借款漫无限制，
这就助长了有些干部貪小便宜和鋪

張浪費的思想，有的干部因此而发

展为貪汚腐化，給党和国家造成不

好的影响。这些情况显然是与勤儉

建国、勤儉持家的精神不相容的。
現在，这一情况已經引起两省

領导部門的 注意，浙江省財政厅和

辽宁省人民委員会都已发出通报，

要求各单位对占用公款过多的情况

認眞地进行一次檢查和 淸理：对

已經借款而有条件归还的应立卽收

回，如一次归还有困难，应訂出計

划分期归还，如确因生活困难分期

归还仍有困难的，应适当給以福利

补助，帮助解决；对长期占用公款

拖延不还的，应进行批評敎育，督

促归 还。浙江省財政厅通报中还要

求各单位对职工借款应严格控制、

訂出制度，規定在一般情况下，干

部和职工不能借用公款，如因特殊

情况而确需借款的，应由本单位領

导人审批，幷掌握当月借款次月发

工資扣还的原則，最长的也不得超

过三个月。
工作人員长期挪借公款的情况

其他不少地区也有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財政部已将两省的通报轉发給

各省、市、自治区財 政 厅 、局 参

考，要求各地結合整风运动对工作

人員挪借公款的情况加以 研究 糾

正，制止工作人員过多地占用公款

的不合理現象的发展。
（根据財政部、浙江省財政厅

和辽宁省人民委員会关于制止职工

长期挪借公款的通报改写）

讀 者
中来

互 助 儲 蓄 会 的 好 处多

广东省琼山县在1956年以前，
干部挪借預算資金的情况較严重，
借支总数一般达3-5千元，有些人

借后长期不归还，有些因工作調动

而无法收回，有些人沒有困难也借

用。虽然县里过去作了 很 多的 措

施，但仍然改变不了这种現象，有

的单位甚至借款額还逐漸增加。因

此，严重地影响国家資金的合理使

用。鉴于上述的情况，县人民委員

会从1957年起，为了有效地使用国

家資金，幷促使干部养成勤儉节約

的好习慣，向各单位提出成立“互

助儲蓄会”，来解决干部在生活中

的临时困难。到目前为止，县一級

的行政、事业单位已全 部 組成了

“互助儲蓄会”，全县儲金額达 5

千余元，凡是成立互助会的单位，
不但解决了大多数同志 的 实 际 困

难，幷且也消灭了个人借用国家預

算資金的現象。从琼山县做的結果

来看，这种办法对国家、对个人都

有很大的好处，旣可避免分散、挪

用国家的資金，又促使大家养成勤

儉儲蓄的良好作风，发揚互助互爱

的精神，解决同志間的临时困难。
（邓日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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