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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完成“六

五”期间（后四年）包

干上交利润逐年递增的

任务，广东垦区根据农

牧渔业部、财政部有关

指示精神，结合垦区实

践经验，从 省农 垦总

局、管理局到农场实行

了以主要生产指标、利

润、投资、粮食、劳力

为内容的一定四年逐级

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南

林农场在落实包干经济

责任制中，把“五定”

指标包干到生产队，生

产队又把生产任务、质

量要求、用工、物耗等，

采取联产计酬或联产计

奖罚的多种形式承包给

班组、岗位和职工个

人。该场在加强政治思

想工作的同时，注意利

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作

用，既不打 破职 工现

有工资等级，保护老工

人的利益，又体现按劳

付酬的原则，使权、责、
利统一起来，并正确处

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

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一、确定标准日工资，实行联产计酬。南

林农场以生产橡胶为主，除了刈胶外，还有中

小苗抚育管理及其他农林牧副等多种经营。为

了体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原则，他们以

农工二级的标准工资加地区补贴、物价补贴、

民族地区补贴和粮价补贴作为计算全场标准日

工资的基数，二级工以上的可以享受级 差补

贴，完成了计划任务，就可以拿到本人的等级

工资，超产（或工作量）部分，则按标准日工

资换算成的计资单价领取超额劳动报酬。既承

认了差别，在超额劳动报酬中又体现了同工同

酬的原则。
关于计算标准日工资的基数，也有不同的

意见。有的认为各项补贴不属工资报酬范围，

应按人和补贴标准领取，不应随着劳动量（即

产量）而波动。超额劳动只应取得超额的工资

报酬，不应领取超额的生活补贴；减产或缺勤

也不应扣减生活补贴。但这样有两个问题：一

是扣除了生活补贴部分，就要降低标准日工资

水平，缩小了联产计酬的工资范围，不利于调

动职工积极性；二是生活补贴不同劳动成果挂

钩，不利于克服吃“大锅饭”的现象。
二、合理调整超产计酬价格，调动职工的

积极性。南林农场在落实包干经济责任制中，
注意从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出发，合理调

整超产计酬价格。对国家需要和有盈利的产品，

则适当提高其超产计酬价格。如对刈胶计资的

办法，过去不管是定额内的还是超产的，都按

本人等级工资的日工资为基数来计算 报酬，
这样，产量越高，计资单价越低，挫伤了工人

的积极性。现在改为基本工资加超额提成，适

当提高了超产计酬的价格，每超产一公 斤干

胶，根据不同的技术等级和胶树品系，分别按

0.40元至1.20元计酬；达不到技术要求的等外

胶，不给超产报酬；超过规定的伤树还要受罚。
从而调动了胶工的积极性，学习刈胶技术的劲

头大了，争着为胶树施肥，加强胶树管理的人

越来越多了。
他们对自给性的和亏损的产品，则从内部

价格上采取了适当限制的办法。对计划内农牧

产品，在保障工人基本工资的前提下，给予适

当补贴，但对超产计酬和减产扣罚的价格，一

定要合理。价格偏低，容易出现宁愿受罚，不

肯交产品的情况；价格偏高，则超产越多，亏

损越大。
三、利用经济手段，加强劳动管理。南林

农场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多数是个体手工操作。
因此，对职工实行包干到劳责任制中，既要给

工人因地制宜、安排生产的余地，又要有严明

的劳动纪律。如对橡胶幼树的管理，该场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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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增粗成果来考核的，达到计划增粗指标，

发给本人等级工资，每棵超增粗围径一公分，

超额计酬0.12元；达不到增粗指标，则相应扣

罚，但最多不能超过本人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平时，则是根据出勤和完成主要作业量发放工

资，如果不出勤或完不成作业量，则不发出勤

工资或按未完成作业量的比例扣罚工资，直到

补够作业量时再补还扣罚工资。而对在承包岗

位上超额完成的作业量，则不发超作业工资，

待年终时在增粗成果上体现报酬。有人认为这

样做管得太死，主张年终一次按增粗结算，平

时不必管得太多。但从农场现阶段实际出发，

还不能这样做，其理由：一是农场是全民所有

制的企业，与人民公社不 一样，农场对职工实

行包干到劳的责任制，家属、小孩可以帮助搞

些承包的作业，但不能承包计划任务或顶替；

二是农场是以奖为主，辅之以罚，在保障工人

基本工资的前提下，如平时不抓作业量，年终

达不到增长要求，国家遭到的损失要比扣罚的

工资大得多，所以，平时不能大放手。南林农

场加强劳动管理的做法，只是限制那些少数不

安于本岗位生产劳动的人，对大多数职工来说

是受欢迎的，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南林农场在场内经济核算中，采取

了以计划成本加适当比例的平均利润作为计算

收入或盈亏的内部结算价格，以调节产品价格

与价值的差距，克服内部分配上的苦乐不均，

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阳城县委是怎样抓社队财务整顿的

贾天佑山 西省晋东南行署农业局

中共山西省阳城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地有

关文件精神，对全县农村社队财务管理进行了

认真的整顿，切实加强了党政对财会工作的领

导。
县委首先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大

家认真学习了有关财务整顿的文件，各社队也

都联系实际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使大

家认识到，财务整顿同落实生产责任制一样，
是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又一件大事。只抓责任制

而不抓财务整顿，就同光栽 “摇钱树”，不修

“聚宝盒”一样，“摇”的钱再多也“聚”不

起来，仍然治不了穷，致不了富。财务整顿是

完善和稳定生产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是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的基础工作。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

社、队三级都分别成立了财务整顿领导组，县

由分管农业的县长任组长，各公社、大队都建

立了有领导、财会人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三

结合”整财小组。各级领导小组，反复向干部

和群众交代了政策，明确了财务整顿的目的和

意义，打消了干部、财会人员和群众的各种思

想顾虑，使大家积极投入财务整顿工作。县委

还在尹庄公社壁头大队搞了个试点，召开了现

场会，总结交流了经验。各公社也都分别搞了

试点，并按照各大队、生产队财务管理情况进

行分类排队，采取一类队自己整，二类队帮助

整，三类队派人整的办法。各队都 把固 定 资

产、粮食、物资、现金、收支账目和债权债务

作为财务清理整顿的重点。通过清理整顿，现

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基本上做到了账实、

账款、账据、账账、账表和内外账务六相符。
从清理出的问题看：一是盲目贷款。如史

家岭大队一年就贷款3.6万元，户均287元，人

均72元，光利息一项每户就要摊12元，搞得集

体空，社员穷。二是只追求产量，不计算成本，

形成投资大，收入少。三是胡支乱借，劳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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