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二是现代化设备上得越多，维持经费需求量越大，

背的包袱就越重，使本来就不宽裕的事业费支出更加

紧张。因此，要本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调整

支出结构，把一部分投资用于改善基层站职工生活、工

作条件，以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和正常业务的开展。在

此基础上，根据财力的可能，有重点地进行一些现代化

建设，循序渐进，使气象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三、按自然地理区域，合理调整和布局气象台站，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气象属自然科学，其台站的设置应

按自然地理区域合理布局。而目前我国大多数气象台

站的设置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即有一个县，就设一个

站，这就人为地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人吃马喂”开支。而

且布局也很不合理，象新疆这样有 160 多万平方公里

的大省份，相当于内地十个中等省份，但由于新疆县级

单位只有 80 多个，其设的基层站也只有 80 多个。而内

地的河北省，面积只有 19 万平方公里，但由于行政区

划有 130多个县，其基层站也设 130 多个，面积比新疆

小得多，而基层站却比新疆多了五十几个。这种不合理

的布局，不仅影响气象业务的开展，而且造成很大浪

费。因此，建议按自然地理区域，合理调整现有气象台

站布局，在内地一些省份撤并一批对全局气候预报无

关紧要的台站，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四、积极开展有偿服务和综合经营，组织收入，弥

补事业费不足。自 198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气象

局关于气象部门开展有偿专业服务和综合经营的报告

以后，各级气象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有偿服务和综

合经营。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这些年来，气象部门有

偿服务和综合经营步伐缓慢，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改革

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气象

部门开展有偿服务和综合经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

条件，气象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摒弃“文

不经商，仕不理财”的传统观念，增强经商意识和竞争

意识，充分利用气象部门技术优势，广开门路，积极开

展有偿服务和综合经营，以利多方筹集资金，增强气象

部门自身经济活力，促进气象事业的发展。

五、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在

当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如何管好用好

资金，保证资金用在“刀刃”上，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这

就需要从事财务管理的人员，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财务管理办法。同时，气象部门

的各级领导，也要关心和支持财会工作，特别要注重提

高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给他们创造不断学习、不断提

高的机会，使他们更好地做好财会工作，当好领导的参

谋。

财务管理

农产品采购资金

流失严重

  亟需加强管理

刘鲁武  时运吉

近几年，农产品采购资金（以下简称农采资金）归

位渠道不畅，资金流失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少地区农产

品收购打“白条”。据我们对某区在农行开户的 106 个

农副产品收购企业调查，农采资金之所以不能及时归

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采贷款被挤占挪用现象严

重。该区 1993年 6 月末农采贷款达 1.6 亿元，占农行

贷款总规模的 47.8% ，其中有 51 个企业挪用农采贷款

3 365 万元，占农采贷款总额的 21%，严重影响了农业

的资金再投入，农民对此强烈不满。挤占挪用农采贷款

的形式多种多样，诸如用于搞基建，买车辆，办第三产

业，甚至借给个人周转使用，等等。

根据上述现象，我们分析，挤占挪用农采资金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收购企业对农采资金专款专用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农采贷款属政策性贷款，是国家为保证农副产品的

及时收购而发放的专项贷款。但个别企业的责任人缺

乏专款专用的政策观念，认为贷款只要到了自己单位

的帐户上就可以自由使用，别人无权干涉，因而放松管

理，乱挤乱用。

2.农采贷款与流动资金贷款混用。从调查情况看，

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普遍低于 10%，有的甚至不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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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农采及流动资金几乎全靠银行贷款维持。在使用

过程中，有的单位不严格区分农采与流动资金之间的

界限，随意越位使用农采贷款。

3.企业多头开户，逃避银行监督。少数企业同时在

几家金融机构开立结算帐户，在帐户之间打“游击战”，

使银行对其资金流向无法进行正常的监督，为挤占挪

用农采贷款提供了条件。

4.信贷管理不严，制约监督不力。现在少数银行

“三查”制度流于形式，贷后检查监督滞后，重放重收轻

管理，只抓两头不管中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挤占挪

用农采资金的歪风。

我们认为，农采资金正常运行是农产品流通渠道

畅通的保证，“民以食为天”，加强农采资金管理是保持

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稳定，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

工作，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我们呼吁，要坚决防止资

金截流。首先应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企业责任人员的思

想觉悟；其次要严格执行加息罚息制度，维护农采资金

专款专用的严肃性；第三要完善管理措施，加强考核制

度，促使信贷人员在“管”字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避免

农采资金流失，消除“白条”现象。

农业税征管

抓“三风”  促征管

——沭阳县南关乡耕地占用税征收效果好

张金杰  朱华圣

去年以来，江苏省沭阳县南关乡成立专门组织，对

违章占用耕地建房户进行了全面清理。截至去年 11 月

底，清理出应交耕地占用税 810 多户，已清收 210 户，

入库金额 12.3万元。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改进作风。该乡地处沭阳县城的郊区，占用耕

地的户主大都有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征管人员白天

上门征税根本找不到纳税人，工作难以开展，征收效果

很差。去年以来，该乡财政所一改过去做法，利用好时

间差，上班时间由专管员摸索情况，下班时间全所出

动。有时为等户主回家要花上一个中午或一个晚上时

间。一次征管人员到该县烟草局一职工家收税，等了好

久他才回来。见是来收税的忙叫家人做饭招待，被拒

绝，他又给这位征管员送去了两条“红塔山”，同样被拒

收。第二天不得不去财政所交清了 400元税款。由于上

门宣传透彻、工作作风扎实正派，深深地感动了一些欠

税户。当收到纳税通知书后，许多纳税户主动到乡财政

所交清了税款。

（二）刹住歪风。以前收税时，该乡常有人胡纠蛮

缠，拒不交税。针对这种情况，去年该乡成立了征管领

导小组，财政、公安、土地、司法等部门紧密配合，专刹

歪风，拔“钉子户”。五里村张某占用耕地建房，财政所

多次上门收税，他都蛮不讲理。成立征管领导小组以

后，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同志一起来到他家，向他进

一步宣传税收政策，讲清抗税是违法犯罪行为。张某受

到了教育当场交了 300 元税款。这次行动起到了“拔掉

一户，带动一组，影响一村”的作用，该村其他钉子户也

都如数交了税款。

（三）顶说情风。该乡占用耕地建房户大多有亲朋

在县里工作，与县各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一户

收税动辄有好多人为其说情减免，财政所处于关系网

重重包围中。针对这种情况，财政所没有动摇，仍然坚

持照章收税。孙巷村一占地建房户应交耕地占用税 360

元，通过县里一些关系以至所长的一亲戚来求情，所长

没有动摇，以“这钱你不交我垫上”拒绝。由于所长带头

不徇私情，财政所无一人乱开减免口子。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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