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办法，鼓励少花钱，多办

事。二是坚持拨款稽核制度，对每次拨款，财政部门都

要与单位会计进行认真查对核实，杜绝关系款、人情

款。特别是对专项资金，实行从拨款、用款到结算一条

龙追踪反馈制度，即专项资金事先必须有可行性报告，

拨款必须有计划批准单位，用款必须按照工程进度分

期拨付，项目完成后必须有书面报告，结算时必须严格

审查，超支不补，结余收回。三是坚持经常性检查，堵塞

浪费漏洞，严肃财经纪律。县财政部门经常组织力量深

入预算单位审查资金和帐簿，帮助单位建立健全财务

规章制度，确保预算资金的正常合理使用。同时，还经

常组织财会人员学习政策，统一口径，相互交流，以提

高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财会人员的政策观念，从

而大大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违纪现象，发挥预算资金

应有的效益。

（本刊通讯员）

县乡财政

扶持乡镇企 业  搞好财源建设

湖南省常德市财政局局长 陈君文

1993 年，我市乡镇企业实现利税 35 200 万元，比

上年增长 20.6%；乡镇企业上缴财政 15 876 万元，占

全市财政收入的 24%，比上年增长 23.3%。目前我市

乡镇财源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实施“3581”工程，全面推行目标管理

“3581”工程是 1992 年我省财政系统提出的乡镇

财源建设目标，即要求用三至五年时间，使不同收入水

平的乡镇财政收入分别登上 300 万、500 万、800 万和

1 000万元的新台阶。围绕“3581”工程建设，我们做了

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强化组织领导。1993年，我们

在抓乡镇财源建设的基础工作上下了一番功夫。首先，

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大力宣传“3581”工程，使之家喻户

晓，为抓乡镇财源建设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第

二，组建了市、县、乡三级工作班子。还在被省财政厅列

为试点乡镇的合口、武陵、陬市和新安四镇成立了

“3581”工程指挥部，配备了抓“3581”工程建设的精兵

强将。第三，为了把工作落到实处，大部分县乡两级财

政部门负责人，坚持与乡镇企业定点联系，建立健全责

任制，即实行定人员到项目，定项目实施要求，定项目

完成时间，定质量和效益指标，定期进行考核验收的

“五定”考核办法。

二是突出工作重点，合理投放资金。我们的工作重

点是，通过多渠道增加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持乡镇企

业引进技术、设备，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并

及时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资金不足的困难，支持企业

发展生产，扩大销售，提高效益。陬市镇财政所积极争

取省、市财政部门的支持，为陬市美术印刷厂筹措 70

多万元周转金，引进了先进的四色胶印机，使该厂 1993

年完成工业产值 800 万元，实现税利 70 多万元。鼎城

区钱家坪乡竹席厂，产品新颖且适销对路，但缺少流动

资金，区财政所为其筹措资金 13 万元，并帮助其完善

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使该厂 1993 年实现产

值 390万元，利润 24.5 万元，成了乡里的骨干企业。

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我们对乡镇企

业普遍推行了岗位目标管理，量化各种指标，及时兑现

奖罚。安乡县财政局对有发展潜力、善经营管理的乡镇

企业进行奖励性投资，增加了企业内部活力，为企业管

理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临澧县新安镇财政所帮助龙

凤山水泥二厂建立了重奖、高压的激励制度，收到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全年上缴税金 225 万元，成为我市首家

缴税过 200 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展，保证了“3581”工程顺利实施，促

进了财源建设。截至 1993年底，新安、武陵、合口和陬

市四镇已先后跨入了财政收入千万元大关，成为我市

乡镇财源建设中腾飞的“四小龙”。此外还有 9 个乡镇

财政收入分别跨上了 300 万元、500 万元和 80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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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阶。

二、实行分类指导，抓好梯级财源开发

第一，我们在发展布局上，根据各地特点实行分类

指导。一方面按资源类型结构，通过工作指导和资金调

度等手段，协调和确定不同资源类型的乡镇企业生产

发展比重，避免重复生产或盲目生产，促进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提高资源的综合效益。另一方面采取了“抓两

头、带中间”的措施，来促进各类企业的发展。也就是抓

骨干企业、盈利大户，使之上规模，上水平；抓有潜力的

小企业、暂时亏损的企业，使之尽快走出低谷，扭亏为

盈；通过抓两头，带动乡镇中等效益企业的发展。

第二，在财源开发上，我们区别情况，采取“取”

“予”结合，“取之适度”的方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涵

养财源。对经济效益好、上缴利税能力强的乡镇企业，

即现实财源，我们运用了“管养结合，先取后予”的办

法，将工作重点放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激发企业内

在活力，促其实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完善内部管理，

挖掘增产潜力，不断壮大财源；对经济效益和上缴利税

能力一般的乡镇企业，即发展型财源，实行“扶持为主，

取予适度”的办法，帮助这类企业筹措资金，增强发展

后劲；对那些产品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但眼前效

益不明显的乡镇企业，即潜在财源，实行“涵养开发，先

予后取”的办法，先扶持其发展。合口卷闸门厂原是一

家亏损企业，在财政的扶持下，挖掘了内在潜力，1993

年创利税 98 万元。

第三，在财源结构上，我们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努力提高个体经济和股份制企业在乡镇企业中的

比重。去年全市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达到

200 多家，缴税 4 741 万元，占乡镇企业缴税总额的

29.8%，比上年增长了 34.7%。

三、加强企业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一，加强乡镇企业项目管理。我们实行“三坚持、

三防止”，把好立项审批关。一是坚持高起点，防止在低

水平上重复布点。我们在审批立项时，始终坚持在技术

上着眼长远，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先

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广阔的市场和强盛的

生命力。去年，全市先后有 67 个项目被我们在项目分

析论证中淘汰，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损失。二是坚持

技术经济的可靠性，防止盲目性。在论证决策之前，我

们都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注重

市场的动向和发展前景。如合口镇龙宝津饮品厂在建

厂论证时，我们对蛇胆的药用价值、饮料配方的技术先

进性和消费者的心态进行了调查研究后，积极支持建

厂，并投入资金 500多万元给予扶持，投产后，产品很

快占据市场，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三是坚持可行

性，防止片面性。我们注重新上项目的可行性，不贪大

求洋，立足于“短平快”。1993年初，合口镇计划办一个

冶炼厂，生产锌锭，投资额在 800 万元以上，我们在参

与该厂可行性评估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建议该厂改

为装饰材料厂，利用本地资源生产石膏板等装饰材料，

并投资 20万元给予扶持。装饰材料厂建成后，当年实

现产值 300万元，盈利 40万元，上交税金 16万元。

第二，落实资金跟踪管理。我们一方面帮助企业按

项目组织资金，一方面监督资金的使用，进行资金跟踪

问效，奖励资金管理好的企业，制约资金管理不善的企

业。汉寿县城关财政所，把资金的划拨、使用、作帐等环

节都纳入跟踪管理的范畴，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我们

还通过多条渠道、多种形式推广企业资金管理中的典

型经验，化解项目上马后出现的难点、疑点。为了提高

乡镇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对乡镇

企业会计人员进行了培训，并组织专门力量，帮助乡镇

企业建帐建制，查处了一批科目设置不全，制度不健

全，记帐无规则的“糊涂帐”，加强了财务管理。

第三，努力维护乡镇企业的利益。为了克服那种

“企业穷时到处碰钉子，企业富了各方要票子”的现象，

我们主动为乡镇企业排忧解难，并配合有关部门狠刹

“三乱”之风，维护企业利益。除了乡镇企业主管部门按

规定收取管理费外，其他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向

企业收取管理费，提高上交比例。这些措施维护了企业

的利益，使我市乡镇企业有了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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