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心协力把“两刊”办得更好

——中国财政杂志社召开 “两刊” 通讯组长会议

1990年10月 23日至27日，中国财政杂志社

在桂林 召开通讯 组长 会议，来 自 全 国 各省、
市、区的7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 评议 了 两

年来《财政》、《财务与会计》的办刊情况，
交流 了通联工 作经验，讨论 了提高刊物质量、

改进通联工作的意见，表彰了13个先进通讯组

和61名优秀通讯 员，同时还对68名通讯 员给予

鼓励。财政部特聘顾问陈如 龙到会并讲了话。会
议 结束时，陈如龙向先进通讯组颁发 了奖状。

陈如龙同志首先肯定了“两刊” 不断发展

壮 大，在财政宣 传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说，这

些年来，这两 个刊物认真贯彻办刊方针，坚持

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宣 传财政

工 作，较好地 完成 了任务，并逐步形成 了 自己

的特 色，突出 了指导性、知识性、实 用性，刊

物的内容不断充实，形式也有所改进。特别是

从去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来看，两

个刊物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经受 了 考验。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陈如龙同志也指 出 了

“两 刊” 存在的缺 点和不足，主 要 是 严 肃有

余，生动活 泼不足；上面的文章多了些，反映

基层的文章少 了些；言论性的文章少，用 “争

鸣” 来衡量，就是争得不 够，鸣得不响；再就

是宣传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还不够有力。
陈如 龙同志在报告 中强调要进一步办好两

个刊物，更好地 为财 政、财 会 工 作 服 务 ：

（一）要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地坚

持四 项基本原则，自 觉地向财政、财会战线的

广 大干部宣传马列主义，使广 大财政、财会干

部掌握 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 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四 化

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二）要 为中 心 工作 服

务。宣传党在财政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财政部的

重要工作部署，是两个刊物的首要任 务。当前

经济工 作的中心任 务仍然是 继 续 执 行治理整

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两个刊物要紧紧围绕这

个中心，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财政方针

政策、决定及财政工作部署。同时，根据形势

的发展，当前要重点宣传坚持财政收 支平衡，
继续过紧日子，提高经 济 效益，提 高 两 个比

重，适当集中资金，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强化

财政 职能等问题。（三）要为读者服务。《财

政》、《财务与会计》要以 帮助财政干部和财

会人员提高财政理论和政策业务水平为己任，
坚持面向广 大财政、财会干部的办刊方针，努

力把杂志办成广 大财政、财会干部学习理 论政
策、交流工作经验的园地和教育自 己、培养干

部的学校。（四）要把刊物办得更有特 色、更

有深度、更有生气。首先要突出指导性，要及

时把 党和国家财政工 作的方针政策、财政部的

重要工 作部署及规章制度，通过杂志进行宣传

解释。其次 是要突出实 用性。对一些规章制度

的解释，不仅要使读者知其然，而且要知 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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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然，以 帮助 读者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对各地

的先进经验，两 个刊物都要及时介绍。第三是

知识性。现在财政、财会队 伍 青 年 多、新手

多，普及这方面知 识很有必要。陈如 龙同志要

求今后 两 个刊物要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
对一些有分歧的问题，杂志要拿出理论联 系实

际的有份量的文章，要有自 己的言论。要在不

违背 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多开展一些问题探讨和

争鸣，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 不 正 之风 作斗

争，增强杂志的战斗性。
陈如龙说，要办 好 刊 物，除了加强领导

外，要依 靠三方面的 力量，即编 辑人 员的 力

量、作者的 力 量和通讯 员的力量。他赞扬 了编

辑人员无私 奉献，甘 为 他人做嫁衣的精神。对

各地通讯组为办好两 个刊物、宣 传刊物、扩大

刊物发行所做的 大量工 作给予 了肯定。希望今

后加强和 充实通讯 员队伍，加强通联 工 作。

陈如龙强调，财政宣 传 是 一 项重要的工

作，各财政厅局要加强对通联工 作的领导，继

续从各方面 支持财政杂志社的工 作，把两 个刊

物 办得更好。
会议 由杂志社总编 钱度龄主持，副总编张

秉魁在会议 开始 时作 了题 为 “总结 经验，把 两

个刊物 办得更有特 色、更有深度、更 有生气”

的发言。会议结 束时，杂志社副社 长郭代模作

了 “进一步加强通联工 作，把 两 个刊物办得更

好” 的总结 发言。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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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天津市召开粮食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

（本 刊记 者）

10月15日至18日，天津市市政府召开了粮食体制

改革经验交流 大会。这 次会议的中心 议题是统一思

想，交流经验，总结成绩，查找不足，研究进一步完

善的措施。
天津市粮油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从去年10月

1 日开始的，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市粮油购销公司（各

郊县相应成立分公司），将多年来实行的“平价粮油

分散经营，亏损多头反映”的经营管理体制，改为政

策性亏损由粮油购销公司独家承 担，并摘掉 全市216

个粮库和农村粮食购销站亏 损帽子，使之成为代购销

公司办理平价粮油接运、储存、收 购、销售并收取一

定费用的真正自负盈 亏的经济实体。

会议认为，改革一 年来，实践是成功的，效果是

明显的。具体 表现在，（ 1）增强 了粮食企业 的活

力，可控费用有较大幅 度的下降，提高了经济效益。

（ 2）加强了平价粮油管理，有效控制了国家对粮食

的亏损补贴。（ 3）更新了干 部职工的观念，打破了

粮食企业几十年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坚定了改革

的信心，但是，许多地方还需进一步完善。如，某些

业务 流 转 渠道还不 够顺畅；有些单位代理费率畸高

畸低，难以开展公平竞争；还有一 部分企业存在着短

期行为，等等。

财政部张佑才副 部长对 此项改革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认为，在目前国家的粮食购销体制没有大变的

情况下，天津市走出了一条新 路子。改变了企业吃国

家的大 锅饭，没有 压力，没有 活力，没有 动力的状

况，这是符合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

天津市李长兴副市长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把粮

食体制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同时要以改革为动力，开

展“双增双节”运动，搞好今年 控亏工作；加强粮食

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 理消费；进一步做好粮食

市场供应，保证军需民食；加 快仓储设施的建设，改

变粮食仓储的落后局面。

商业部顾问姜习同志，国 家体改委李修义委员对

天津市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各区、郊县的区 县长、

财政局长、粮食局长近 300人参 加了 会议。

（上接第63页）
不弹 珠。用红 木做 算珠最理想，但原料奇缺。该厂选

用电玉粉做 原料，制成电 玉粉珠，并改进算珠造型 ，

已有初 步成果，正 在继续探索试 制 中。

在改革创新中，这个厂十年 来算 盘销量增长11倍

多，利润增长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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