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增双节

双 增 双 节 工 作 十 忌

胡增孝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 革的决

定》 ，把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列为治理整顿工作的

重要环节，足见搞好此项工作的重要现 实意义。然而，

笔者从一些企业开展双增双节运动的现状调查中，发

现不少令人担忧的问 题。就 此提 出双 增双节 工作十

忌，以供探讨。

一忌权宜之举，要放眼长远，着力培育艰苦创业、

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不少企业视双增双节为抓好生

产经营、渡过眼前困难的权宜之计，把它作为一种应

急手段，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须知，群众性

的双增双节运动不仅是实现少投入、多产出的重要途

径，也是培育和完善企业价值观、塑造和弘扬艰苦奋

斗精神的有效形式。因此，必须把双增双节的目 标、内

容，纳入厂长任期目标和企业发展规划，融入企业文

化之中。

二忌只是规划 “上墙”，要贵在落实，抓好以目

标为导向的动态管理。制订双增双节规划并不难，难

的是如何有效地组织实施。搞好 双增 双节 的动 态管

理，至少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建立例会制度，研究

解决双增双节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指

导运动的健康发展；按月下达任务书，根据预测和现

实的差异及进度等变化因素，编制包括重点项目、对

策措施、进度要求、责任部门和人员等内 容的月度双

增双节计划任务书，下达到各有关单位；坚持按月检

查，掌握任务的执行和进度的完成情况；搞好定期诊

断，重点检查双增双节的措施是否真正实施、是 否切

实有效、是否要修改目标或修订措施，并提 出整改意

见。

三忌被动接受，要变控制为引导，使基 层在利益

机制导向下，深挖内部潜力。一些企业在分解双增双

节指标时，惯用行政手段给基层硬性分摊任务，这样

做置职工群众于被动地位，难以激发其参与意识和责

任感。应以经 济手段 为主，采用上下结合， “条”

“块”协调，从中间向两头延伸的方法，即：先由分

厂、车间（块）依据厂部要求，结合 自身实际，确定

本单位双增双节目标，再由处、科（条）加以 汇总归

类，形成各单项经济技术指标（此处的单项指标可视

作相关处室的双增双节目标）；向上延伸，经平衡形

成全厂指标体系；向下展开，由分厂、处室层层落实

到工段、班组、个人。这样不仅易于形成最佳目标，

也为目标的推动打下了基础，消除了双增双节规划实

施过程中的阻力。

四忌上 “热”下 “冷”，企 业领导要身体力行，

善于依靠和动员职工群众。从前几年情况看，一些企

业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存在 “少数领导空忙，多数职工

观望”的现象。究其原因，责在领导。有的领导是徒

有其 “热”，他们对双增双节工作认识模糊，方法简

单，不是采取简单的运动方式，就是停留在一般的号

召上，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有的是另有所 “热”，

他们要下面过紧日子，自己却热衷于讲排场、摆阔气，

慷企业之慨。上 面 “忙”不 到 点 子，“热”错了门

道，就难怪下面心灰意冷了。身在生产第一线 的广大

职工群众，最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哪里有潜力，哪里

能节约，他们最清楚。能否激发起他们投身双增双节

运动的热情，关键在领导对双增双节运动有否正确的

认识和真正的行动。

五忌单项突击，要树立整体观念。前些年，双增

双节工作均由各级财政部门具体部署，因此出于 业务

对口要求，企业开展此项工作多由财务部门主抓，也

有划给计划或企管部门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近年来

双增双节作为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所重视。企业内 划归某 个机 构承 担的做

法，已与其不相适应。何况双增双节运动本身是一项

面广、量大、费时的工作，有赖于企 业各方力量的协

调和配合。在领导机构上应强调党、政、工、团齐抓

共管，成立协调一致的联合办公室；在具体操作中要

做到双增双节与落实经济责任制、开展劳动竞赛和提

合理化建议活动，以及企业上等升级、精神文明建设

等项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

六忌主次不分，要明确重点和主攻方向，抓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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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中的关键课题组织攻关。时下开展双增双节运

动比 较流行的说法是：“既要抱西瓜，又要抓芝 麻。”

作为对精打细算、从点滴做起的精神的倡导，本无可

厚非；再说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本是双增双节的

题中之义。但这并非意味着双增双节工作可以 不分主

次、不管轻重、不辨缓急。凡事 “眉毛胡子一把抓”

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 前企业

应当把 “反浪费”作为双增双节的主攻方向，把双增

双节的重点放在调整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产品、

提质降耗、 压缩开支、节约费 用上来。

七忌 “有花无果”，要健全、完善规章制 度，巩

固双增双节运动成果。一些企业通过发 动群众 揭矛盾

找漏洞、施对策，取得了“增” 、 “节”的 效果，但

往往沉醉于治 “标”，不思治“本”，结果使双增双

节走入 “潜力年年挖，成果年年出，问题年年有”的

怪圈。殊不知，获得一时的效益并非是双增双节运动

的最终目标，双增双节的潜力越大，成果越多，正说

明我们管理中的弊端和疏漏越多。因此，针 对种种浪

费现象以及管理上的问题和生产 经营上的潜力，进行

整改，使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化、程序化、标 准化，真

正堵住各种漏洞，克服工作中各种弊端，才能巩固双

增双节成果，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达到治本

的目的。另外，双增双节本身也应尽快形成制度，规

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增、节要求，明确各项管理工作

的增、节目标，使之成为企业 “全面 抓、全程抓、全

员抓”的例行工作。

八忌避 “高”就 “低”，要挤干水份，使双增双

节真增真节。评价双增双节成果的大小，企 业多用计

划或定额指标作参照值，以致出现一些企业不用搞双

增双节，仅凭事后算帐，也能增、节不少的怪现象。

问题出在参照值本身的水平上。如，从横向 看行业水

平可分为 “平均水平” 、 “平均先进水平” 和 “先进

水平”；从纵向看企业水平可分为“历年平均水平”

和 “历史最高水平”。可见采用哪个层次的指标水平

是衡量企业是真增真节，还是虚增假节的分水岭。因

此要按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衡量标准：基础较差的企

业，应当采用 “定比”方法，强调横向比 较，与同行

业的先进水平比；反之，则应采用 “环比”方法，注

重纵向比较，在剔除不可比因素的基础上，与自己曾

达到的历史最高 水平比。

九忌因循守旧，要不断创新，探索双增双节的新

形式。在老办法、 老模式、老路子上周而复始，重复

“动员号召、制订规划、评比表彰”的双增双 节运动

“三部曲”，是企业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流于形式的主

要原因。如同产品更新是使企业保持竞争能力 的招术

一样，双增双节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也是提高其正效

应的有效手段。有选择地改造利用传统做法，有助于

双增双节工作的常抓常新、 常抓不怠。有些企 业在双

增双节形式的创新上作了不少探索，仅群众性的竞赛

就有：合理化建议对抗赛、讲理想比 贡献演讲赛、人

均增千元节百元劳动竞赛、 技术革新能手赛等，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

十忌浅尝辄止，要向增、节的深度、广度进军。

近年来，有的企业随着双增双节运动的持续开展，自

以为 “气力使尽、潜力挖空”。其实，有的增、节手

段，多属简单重复，局限于浅表 层、小范围。对此应

作好以下三个转向：在增、节手段上由运用传统方法

转为向科技进步、管理现代化要增、节；在增、节对象

上由 “见物不见人”，转 为“以人为重心”，向人的

潜力要增、节；在“增、节”广 度上由重 “有 形价

值”，转为既重“有形价值”又 重 “无形价 值”，向

时间、 信息、知识等资源要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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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主办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首届毕业典礼在太原市举行

（刘福万）

中华会计函授学 校首 届 毕 业 典

礼于10月15日至17日在山 西 省 太原

市举 行。财 政 部顾问、中 华 会计函授学校校务委

员 会 主 任 陈 如 龙 同 志，校务委员 会 副主任、校

长魏克发同志，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山西、河

南、云南、贵州、湖南、 四川、宁夏、安徽、广州、

武汉、西安、重庆、青岛的财政厅（局）长和来自全

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校长及学

生代表200余人参加了大会。陈如龙同志代表财 政部

党组对今年首届毕业的6万多名毕业生和231名优秀毕

业生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全体毕业生和在校的22万学

生提出殷切希望。山西 省副省长吴达才、人大常委副

主任阎元锁和省教委副主任曹福成同志以及上海、天

津、黑龙江、辽宁、海南等5省、市财政厅（局）的代

表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陈如龙同志亲 自主持召开了第三次校务

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学校今后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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