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型，以确保内部成本的控制。
3.实施问题管理法，确保成本管理落到实处。我们

认为：没有问题的企业是不正常的企业。为此，我们用

严要求、高标准，通过各项经常性的检查从内部成本控

制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问题的发现、考核、整

改，使企业控制成本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据统计，1996

年上半年，通过问题管理法全厂 7 个车间自查出消耗等

问题 1 643 项，职能部门检查消耗等问题 1 332项。问题

管理法的实施，使我厂 1996 年年吨啤酒粮耗、煤耗、电

耗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灌装二车间灌装酒损降

到 0.39% ，创造了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4.成本考核结果细化到人。为确保各项消耗达到

目标，我们制订了相应的降粮耗、煤耗、电耗、瓶耗等节

能降耗实施计划，同时还制订了相应的配套经济责任

制。一是建立各车间、科室经济责任制，二是制订中层

干部目标责任制。两个责任制的消耗指标全部分解到

各车间、职能部门，运用 PDCA 管理原理，每月有检查、

有考核，考核结果细化到人，实行绩大大奖、绩小小奖。
并且与每个职工业绩考核挂钩，作为年度评厂劳模、突

出贡献者、先进生产工作者的依据和职工合同到期续

签、职工岗位调动和干部提拔使用的依据。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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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 一样：

抓与不抓  管与不管
——湖北省襄樊市农委加强机关财务管理的做法和特点

马新南  马琦琳  杨长年  周举纲

湖北省襄樊市农业委员会是市委、市政府负责全

市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现有干部职工 74

人，其中离退人员 14人，下设 6个科室，主管 9 个局

（办）。该单位属全额预算单位，除财政年度预算经费

外，既没有省市任何补贴，又无其他收费。每月工资发

放以后，能够用于公用支出的经费十分紧张。近年来，

他们坚持在管理上做文章，在节约上挖潜力，在实践中

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既保证了干部职工

工资的按时兑现，又保证了机关职能的发挥和工作任

务的完成，并连年实现了收支平衡。1996 年，仅水费、电

费、电话费三项支出就比上年同期减少 3.7 万元，下降

16.8% 。1996 年，襄樊市农委加强机关财务管理、大力

增收节支的做法，被襄樊市人民政府作为全市的一个

样板予以推广。其主要经验是：

一、坚持了“三保四压五大改革”

“三保”即：保工资、保工作正常运转、保老干部三

项费用。保工资即每月财政拨款到位之后，暂停任何开

支，首先发工资。保工作正常运转即对重大生产环节、

农村政策检查督办、上级交办事项和下乡调研等中心

工作，尽力予以保证。几年来，他们勒紧腰带搞建设，在

重要岗位和环节上舍得投入，基本实现了办公室自动

化，配备了传真机，添置了档案、保密、财务所需的各类

设施，办公条件得到改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机关各

项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组织的评比中都名列前茅。保老

干部三项费即坚持“三优先”：优先看病报销，分季度按

时报销医疗费；优先保证用车，专门拿出一辆小汽车供

老干部使用；优先保证老干部活动，专门装修老干部活

动室，配备了健身器材等。
“四压”即：一压会议费。坚持少开会、开小会、开短

会。不是非开不可的会一般不开，能够通过电话或发函

形式布置工作的，就不开会。非开不可的会也严格控制

规模和时间，能半天解决问题的就不开一天。1996 年与

上年相比，节约会议费开支两万多元。二压招待费。制

订了机关《来客招待制度》，实行招待工作“四定”方针，

即定招待对象，定招待地点，定陪客人数，定接待标准。
一般只对上级和有关部门来农委处理公务的人员予以

招待，其他来客不请吃。并在招待形式上实行对口接待

和定点接待，不搞多人陪餐和在外就餐。同时严格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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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程序，凡手续不全及未经批准擅自安排的，其费用由

接待科室或个人负担。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招待费支出

大大下降，每年节约 30% 以上。三压差旅费。对赴外考

察、参观学习的邀请，除了指令性安排，一般不外出；下

乡出差除司机外，领导和其他干部在本市辖区内一般

没有出差补助。四压医疗费。实行“定点就诊，现金结

算，审核报销，定期通报”的办法，加强公费医疗的管

理，到定点医院就诊本人先用现金结算，报销时出具病

历，经审核后集中报销。
五大改革：一是改革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剥离辅

体，变包袱为财富。多年来，机关食堂、锅炉房、理发室、

招待室等后勤设施由于沿袭老一套的管理办法，每年

不仅要贴几万元的搭伙费、燃料费和水电费，而且担负

着十几个工勤人员的工资、福利、劳保等开支。为了变

“包袱”为财富，从 1993 年起，对机关食堂实行了承包经

营，随后又按照上级有关后勤改革的精神进行完善。这

样不仅卸掉了机关财务上的一大负担，每年减少开支

10多万元，而且还收到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机关锅炉、

澡堂、理发室等环节实行新的管理办法后，节支效果也

十分明显。二是改革水电费管理。机关干部职工家庭用

水用电实行定额补贴，市价收费，即每人每月发水电补

助费 20元，统一安装水电表，按实际用量及市价标准计

价收费。三是改革电话费管理。公用电话根据各科（室）

工作性质、通话频率及 1995 年度电话费用开支情况实

行分类管理，费用包干。坚持“谁使用，谁管理，谁付费，

超支自理，节余奖励”的办法。农委财务室建立考核登

记制度，一月一公布，一年一结算，并填写《公用电话承

包结算单》，年度电话费节余按 50% 奖励给科室。四是

改革小汽车用油管理。根据不同车型及行驶里程，确定

车辆耗油定额标准，每季度由车辆管理员根据统计资

料向财务室提供车辆行驶里程和实际耗油量进行核

算。定额节约的按节约的汽油市价 30% 奖励个人，超过

定额标准部分，按同期汽油价格由司机自负。五是改革

财务管理体制，变一家操心为大家操心。他们逐步对机

关内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事业单位和科（站），实行工

作经费包干。先后分离出去农业区划办公室、农村科技

开发中心、《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编辑部和农村合作

经营管理指导站（经管科）等。
二、体现了规范、民主、务实、奖惩挂钩、领导垂范

的五大特点

（一）规范操作、系统管理。他们从机关前勤到后，

勤，从人员定编管理到各项公用费管理，从各项资金管

理到资产实物管理，从各项收支的记录到考核，项项都

形成了制度，事事有标准，使财务管理纳入了系统化、

规范化轨道，探索出了一条机关财务管理的新路子。
（二）民主理财、公开透明。从农委六大费用管理取

得节支效果看，象水、电、电话、医疗、接待、办公燃料等

都是热点、难点问题，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顺利执行，

并取得显著的收效，最重要的是在制度制定的指导思

想上，坚持民主理财、公开透明。他们的每一项制度出

台，都要多次征求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意见，反复修

改完善，把理财的家底交给干部职工。制度办法与上级

规定有悖不出台，不经过讨论，不形成共识不出台。大

家的共识形成完整的办法，完整的办法又成为大家共

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人人当家理财，个个操心管理，形

成了民主理财的好风气。
（三）联系实际、注重实效。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工作

十分具体，要将上级有关政策和财务办法落实好，必须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农委是一个老单位，老

干部数量多，离退休经费比重大，他们就根据这个特点

制定了保老干部经费的一系列办法，优先发放工资，优

先看病报销，优先用车派车，优先安排活动场所，稳定

了老干部思想，同时赢得了他们对机关管理工作改革

的支持。对书报费根据办公室相对集中，干部经常下乡

的特点，为节约报刊征订费，改各科室分别订阅为建立

阅览室统一征订，集中存放阅览；改革后，各类报刊比

原来增加，但征订费用却比原来节约了一半。对公用电

话费，根据各科室工作性质不同，经过大量测算，制定

合理的标准，实行分类管理，费用包干，不搞一刀切。对

干部职工的医疗费实行定点就诊、现金结算、领导审

批、增强透明度。对家用水电费、领导于部电话费，他们

从节约的角度比较分析，既考虑个人承受能力，又达到

单位节约的目的，制定标准严而不死。因此，农委的办

法能够做到有一条算一条，条条能执行，条条都管用，

条条都能取得节约的效果。
（四）奖惩挂钩、责权利相结合。大到资产购置，建

房修房，小到水电、电话、司机安全奖、开水收费等，都

明确责任和权限、明确补贴和奖惩标准，按照标准管理

使用，该补的补，该奖的奖，该扣的扣。项项规定具体，

责权明确，奖惩挂钩。
（五）领导率先垂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率先

垂范，带头执行制度是襄樊市农委机关管理能抓出成

效的关键所在。党委一班人严以律己，克勤克俭顾大

局，自我加压抓管理，领导的思想认识高；他们带头执

行制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言行一致过得硬；他们处

处精打细算，注意点滴节约，艰苦奋斗意识强。实践证

明，行政单位财务管理领导重视与不重视大不一样，抓

与不抓大不相同，管与不管终不一样。责任编辑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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