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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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的得不上钱，劳动少的旧欠加新欠，年终分配

难兑现。四是损公肥私，贪污挪用。如一个大

队党支部付书记就将一笔四千元的外单位补偿

款私自领取修盖了房屋。五是管理不善，丢损

严重。如王坪大队清库短少粮食一万五千斤。
他们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财务整顿入手，

在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上狠下功夫。县、社有

关领导同志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民

主讨论，帮助社队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财务

管理制度。县委还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社

队财务管理的一些规定》，对社队的财务计划，

开支审批，现金管理，基金使用，粮、财、物

管理，以及账簿、财务档案管理等，都作了明

确规定，共建立了十项制度。同时推广了尹庄

公社对财务人员实行的 “联酬责任制”，把对

财会人员的考核和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
调动了广大财会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确保各项财务制度的贯彻落实，他们

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一、党员带头，模范执行。如城关公社羊

高泉大队支书和队长，擅自决定买一台50马力

的拖拉机。大队会计、共产党员张丙胜同志根

据“公积金发生赤字，不经社员讨论不准购买

大型固定资产”的规定，坚决 顶住不 办，并

向上级作了反映。公社党委很重视，派了一名

付书记到该队主持组织生活会，就这个问题进

行了讨论。支书、主任都在会上作了 自 我 批

评，并表示向模范执行财务制度的张丙胜同志

学习。群众反映说：执行制度全看支部，党员

带头，我们遵守。
二、健全机构，检查指导。全县24个公社

普遍建立了经营管理站，由县委组织部任命站

长，共配备了经营管理人员145人。各公社又划

分若干片，组成经营管理网，并指定了网长。
全县495个大队，队队建立了经营管理组。站、

网、组既是指导经营管理的职能机构，又是代

表群众监督执行管理制度的监察机构。如城关

公社上芥社办煤厂，一个月招待拉煤司机烟酒

茶支款60多元，被站网发现后，责令煤厂主要

领导和会计向群众作了检查，并按“谁批准谁

付款”的规定赔了款。群众说：小孔不缝，大

洞难补。如今经常检查，及时纠正，既维护了

集体经济，又挽救了干部。
三、稳定队伍，履行职责。财会人员是集

体经济的管家，能否履行职责，直接关系到财

务制度的贯彻执行。因此，各级党政领导都重

视对财会人员的培养教育和支持。对认真履行

职责，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及时

予以表扬和奖励。县委决定，各级召开的农业

先进代表会议，必须有财会工作的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参加；财会人员都要按考核成绩评定

技术职称。对犯有错误的财会人员，主要是加

强教育和帮助，令其改正错误，不重惩罚。对

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案件，及时查明，严肃处

理。县委还明确规定：撤换财会人员时，属于

生产队的，要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大队审查，
公社批准；属于大队的，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

论同意，公社审查，县主管部门批准。这样，
财会人员就能大胆行使职权，严格把关，不怕

打击报复了。
四、群众监督，民主理财。全县农村所有

核算单位，都成立了以社员代表为主体的理财

小组。财会人员每月向理财小组汇报财务管理

情况，定期公布账目。延庄二队五月份公布社

员投肥账目后，有一社员发现自己投的多、记

的少，而队长、会计投的少、记的多，便立即

向理财小组反映，及时得到了纠正。群众满意

地说：过去一年一公布，错了也不清楚；如今

一月一公布，少了就给补。
此外，他们还建立和健全了大小队干部的

岗位联酬责任制。他们把财务收支计划、民主

理财会议、经济活动分析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贯

彻执行，也纳入了队干部的职责范围，并据以

考核计分，不仅解决了队干部和财会人员之间

的矛盾，而且提高了队干部执行财务制度，搞

好财务管理的积极性。例如河北公社匠礼大队

党支部书记和队长，过去常年忙忙 碌 碌 抓 生

产，不过问财务。联酬责任制建立后，他们严

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认真抓收支计划的落实，

主动搞经济活动分析，经常与会计研究增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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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措施，使全大队收入显著增加。阳城县在

财务整顿中，还帮助社队企业制订了十大管理

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提高了经济效果。如河

北公社水泥厂，以往水泥质量差，财务管理混

乱，经常发不出工资。健全制度后，生产把住

质量关，费用显著下降，收入大大增加，把一

个群众要求 “关了算”的企业，变成了全公社

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谈谈森工企业恢复计提折旧基金的问题

姜 洪 南

1966年以前，森工企业除按照固定资产价

值计提折旧基金外，还按照木材产量，以每立

方米 5元的标准提取道路延伸工程基金。1967

年，为了促进森工企业多生产木材和简化资金

渠道，将原来的办法改为完全按木材产量提取

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以东北和内蒙

古林区为例，当时每立方米木材的提取标准定

为6.5元，1975年提高到 8元，1981年进一步提

高到13元。这一改革，在当时是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的，但从近几年执行情况看，也给生产

和企业管理工作带来了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

在：

（一）为了多提更改资金，有的企业盲目

追求木材产量，破坏了森林资源，造成采伐抚

育比例失调。例如，有的森工企业忽视合理采

伐的必要性，采取大面积皆伐、采好留次、只

采不育或者少育等做法，结果是木材产量任务

完成了，更改资金多提了，但森林资源遭到破

坏，加之幼林、成林的抚育工作跟不上来，所

以采伐抚育比例失调的情况比较严重。
（二）放松了固定资产的管理，造成损失

浪费。由于不按固定资产价值提取折旧基金，
企业在用固定资产的多少和使用情况与生产成

本、与企业和职工的本身利益都没有直接的关

系，有的企业把固定资产帐也取消了；有的企

业财务部门虽然设有固定资产帐，但长期不核

算，帐面上只有固定资产原值，没有使用和转

移情况，设备部门只管数量、规格、型号，不

管价值，对固定资产的全貌大家都心中无数。
因此，应该淘汰、报废的机械设备，不能及时

得到更新，从数量上看设备很多，但是使用效

率很低，油料等的消耗很高，维修费用很多，
损失浪费严重，加大了木材的生产成本。

（三）削弱了企业的经济核算，不利于林

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由于固定资产不计提 折

旧，它在生产过程中磨损掉的价值，在生产成

本中得不到确切的反映，也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另外，由于木材生产的规律是越采越远，运输

距离越来越长，作业点越来越分散，所以，即

使木材产量不增加，采运设备、道路和房屋建

筑物却需要不断地增加；甚至，有的企业木材

产量虽然逐年下降，但所需固定资产还是需要

增加的。按产量提取更改资金，一方面，使企

业生产成本不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磨损情

况；另一方面，当企业产量下降时，提取的更

改资金也相应减少，企业需要补偿和增加的固

定资产没有正常的资金来源。这样，就会造成

新的矛盾，出现新的欠帐，如不及时加以改进，
势必影响林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和企业加强经济核

算、推行各项经济责任制的需要，森工企业急

需把按产量提取更改资金的办法，恢复为按固

定资产价值提取折旧基金的办法。
为了做好按固定资产价值计提折旧基金的

准备工作，首先要统一拟定固定资产目录，重

新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鉴于森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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