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人员工资实行了由银行统一发放的办法，保证了资金支

付的效率和质量。第三，建立乡镇工资资金专户制度。为强

化镇区财政管理，确保公教人员工资的及时发放，海城市财

政局在32 个镇区全部建立了“工资资金”专户，把各镇区

实现的收入全部进入专户，集中用于支付公教人员的工资。

第四，推行行政事业经费财政统一核算的办法。制定了《海

城市行政事业经费财政统一核算管理暂行办法》，成立了市

会计核算中心。从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市属行政事业单位经

费陆续进入中心，实行财政统一核算管理。第五，强化政府

采购制度。建立了政府采购专户，规范了政府采购行为，编

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当年政府采购资金达 1 540 万元，节约

采购资金175 万元。

三是抓征管，增加可控财力。2001 年，海城市财政局

把聚财做为财政工作核心，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市财政局在

加强与市国税、地税局沟通情况，掌握增量税源的同时，强

化税收征管手段，深挖潜力，年末国税超收 1 700 万元。针

对地税税种小、变化大的情况，海城市财政局抓住每个纳税

环节，及时向地税部门提供情况，保证应收尽收。2001 年，

仅一家房产公司就征缴欠税 650 多万元。为确保收入任务的

完成，市财政局派员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查，掌握第一手

资料，基本上杜绝了市餐饮、娱乐及其他服务行业普遍存在

税负偏低及跑、冒、漏现象。同时，针对城乡一些车主办理

外籍车辆牌照搞异地营运，造成税费流失的严重问题，经市

政府同意，市财政局及时会同工商行政管理、公安、国税、

地税及交通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堵塞了漏洞。到

2001 年末，增加各种税收1 000 多万元。在预算外资金管理

工作中，海城市财政局在坚持全市收费和罚没收入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还加大了“收支两条线”的管

理力度。严格实行“收入全额上缴、支出计划控制、政府适

度统筹，超收节支奖励”的管理办法。有效地防止了收支的

不合理状况，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四是抓稳定，支持各项事业发展。海城市财政局在充分

发挥聚财、理财职能的同时，保证公教人员工资的发放，为

了加大保稳定、保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力度，2001 年，除

及时拨付专款800 万元，解决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各

项事业急需资金外，还积极配合劳动部门清理隐性就业，及

时解决离退休人员2 234人、矽肺病退休 61 人的医疗保险问

题；拿出 319 万元专项用于全市城镇和农村 29 048 人的最

低生活保障支出；安排资金 50 万元，弥补社保资金缺口，

保证了社会化发放，促进了社会稳定。

推进农 业产业化 进程  巩 固壮大 基础 财源

云南省呈贡县财政局

呈贡县位于云南省滇池东岸，距昆明市中心 17 公里，

有昆明“东南大门”之称。全县国土面积 462 平方公里，人

口15 万，其中农业人口占 80 % 。改革开放以来，呈贡县

“围绕财政抓经济，围绕财源抓财政，围绕产业抓财源”，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以科技

创新和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在不断强化和夯实农业基础财

源上做文章。积极发展菜、果、花、畜牧、加工等多种经

营。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目标，形成了独具呈贡特色的菜、果、花农业支柱产业，

成为闻名遐迩的“菜乡、果乡、花乡”。

2001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 17.29 亿元，其中菜、

果、花总产值 4 亿元。财政收入 1.6 亿元，其中来自果、

菜、花产业上缴的税金为3 20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20 % 。

农民人均纯收入 3 400 元，其中有 65% 来自菜、果、花产

业。“宝珠梨”获中国第二届农业博览会铜奖和99昆明世界

园艺博览会银奖。80 % 的鲜花销往国内各大中城市和东南亚

国家及地区。全县已有 86 个菜、果、花生产专业村，形成

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化、规模化生产格局。

一、加大农业投入，加快发展步伐

按照“依托城市、发展农业、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

指导思想，呈贡县财政部门坚持从资金上对农业给予大力扶

持。2001 年，财政支农支出就达 3 062 万元，与 2000 年相

比增长290 万元，增幅 9.5 % 。其中，1 200 万元用于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239 万元用于天然林保护、农村造林和林木

保护及森林防火支出，61 万元专门用于农业废弃物再利用

研究试验，20 万元用于农产品网络建设。截至 2001 年年

末，全县水利化程度达到 86% ，森林覆盖率达到 43% 。生

态环境的改善，有力地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的有序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合理调整，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

托、以企业为龙头、以农户为基础、以基地为保障”的具有

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二、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推进科技进步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搞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根本。

2001 年，呈贡县财政投入资金 26 万元，专门用于科技培

训、推广，促进农民科技素质不断提高。通过聘请日本、荷

兰等国家及省市科研院校的专家来呈贡举办培训班，选送农

科人员和农民技术骨干到科研院校深造，组织乡（镇）干部

到上海等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管理人员

及农民的素质。

三、加大扶持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

在实施科技改良和品牌战略，狠抓优质水果基地建设过

程中，2001 年县财政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补助企业 65 万

元，扶持龙头示范企业和呈贡花卉业，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

发展，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经济意识，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

力，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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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发展农业设施，提高农产品质量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县政府采取“小额信贷”方式，

鼓励农民发展较高档次的钢架及复合型材料大棚。同时，积

极开展喷灌、滴灌等节水农业示范推广工作，提高农民运用

保护地栽培技术发展蔬菜、花卉生产的规模和水平。2000

年，投资1 65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680 万元，改造 2 000

亩竹子塑料大棚为钢架及复合材料大棚温室。2001 年又投

入财政资金100 万元继续对农业生产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

各类温室大棚已发展到4.8 万亩。

五、搞好深加工，提高附加值

为大力发展加工业，财政投入资金 75 万元，促进农产

品深加工的发展，重点从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设备

的引进、开发上下功夫。到 2001 年末，共引进、建成脱水

蔬菜加工厂、营销企业7 家。其中昆明晨农绿色产品有限公

司建立了 20 余个销售网点和基地，产品远销国内外，供不

应求；建成菜、果、花贮藏保鲜冷库 83 座，库容面积 3 万

平方米，年保鲜运销蔬菜 2 亿千克，占呈贡蔬菜总产量的

71.4% ；龙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建的500 平方米气调库是云

南省仅有的三家气调库之一，大大延长和提高了产品保鲜质

量，为增加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的蹊径。

发展 财政 事业  促 进强 区建设

贵州省云岩区财政局

云岩区是贵州省贵阳市的传统商业区和老城区。改革开

放以来，云岩区经济和财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成绩

面前，云岩区财政局不骄不躁，决心要把财政收入这个蛋糕

做好、做大、促进强区建设。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深入实

施“科教兴区、市场带动、开放带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积极发挥中心城区示范、辐射、表率作用，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1993 年财政收入提前两年实现亿元目标，同年，被

财政部授予“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2001 年，

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4.13 亿元，比上年增长17.85% ，地

方财政收入完成 2.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69% ，高于区

政府与省政府签订的建经济强区收入目标增长比例。

一、加强财源建设，促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一是牢固树立“优化财源结构，促进财源建设”的指导

思想，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财政状况的良性循环为目的。

通过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财政保障能

力。二是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发挥云岩区独具的区域优势

及经济优势，与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科学技术为动

力，优化“三、二、一”产业结构，全面提高三产的水平和

效益，促进区属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加快市场

结构调整，不断完善市场布局，抓好市场规范化建设，壮大

云岩区现有市场。四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市

场为载体，促进二、三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五是优化行业

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中的生物医药研制、信息、旅游、

服装加工、中介服务等新兴行业，加快文化、体育、卫生的

产业化进程，提高财源建设质量。六是努力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建立了担保基金和奖励基金，研究制定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和保护办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委两中

心”建设（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工作委员会、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非公有制经济投诉中心，非公有制经

济协调服务中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切实从

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发挥财政资金“引子”作用，搞好财政贴

息工作

区财政紧紧围绕建设经济强县思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引子”和启动作用，加强融资工作。在采取多渠道、多形

式筹集社会资金的同时，又抓了省、市贷款贴息和强县贴息

资金的落实。通过贴息的方式，对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

企业，优先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对年度内企业经论证后已

贴息的贷款，继续结转贴息；对财政直接投入基础设施、医

院等改造修建公益事业性项目的投入的贷款给予贴息；对国

家和省市鼓励发展的生物医药行业2001 年开展改造的项目，

按实际贷款给予贴息；2001 年，通过对贵州省益佰制药有

限公司、贵州雅园饮食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宏峰塑胶制

品公司、贵州圣泉实业公司、贵阳宝莲彩印厂等 25 个项目

2000 年的银行贷款进行贴息，贴息金额 673 万元，有力地

促进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形成一批有实力、对财政起支撑作

用的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有效地壮大区级财政实力。同

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政策、服务等方面创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全区经济建设，促进云岩经济

的高速发展。

三、深化街道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区街经济发

展活力

云岩区于1984 年率先于全国创建街道财政。经过 16 年

的试点、发展和完善，街道财政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已

成为区财政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此种财政体制，云

岩区财政部门坚持“开源堵漏，保上活下强中间”的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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