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技术站、种子站、经营站、环保站、村镇办等单位的收

入，全部上交财政所，这些单位用款，经有关领导签字

统一到财政所支取，财政按单位分户核算；（2）对计生

办、土管所、农机站、水利站等单位，实行收入上交财

政，单位设一个支出户，用款时财政根据批准的用款计

划，将款项拨到单位支出户，由分管领导把关使用；（3）

对一些收入较多的单位，如乡镇工业办、村办、农村合

作基金会等，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位按规定定期将

收入帐户的资金交存财政代管户，用款时，财政根据批

准的用款计划，定额或定项拨入单位支出户，由分管领

导把关使用；（4）对一些收支比较频繁的单位，如兽医

站、电影院（队）、卫生院以及各单位所办的实体暂不实

行财政代管。（5）财政所对代管形成的间歇资金可用于

支持一些时间短、投资省、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不得

用于长期投资，以确保资金的回收。

县乡财政

把财政支农
资金用到刀刃上

山 东省临沭县南古镇财政所

我们山东省临沭县南古镇财政所积极为振兴农村

经济办好事办实事。自 1990 年以来，先后筹措财政资

金 35 万元，用于支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经

济，为农民增加纯收入 360万元。有力地推动了南古农

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们感激地称赞我们

所的同志是“会栽摇钱树的财神爷”。

“老典型”焕发青春

我们镇的寨东村是县里的老先进典型。但过去因

受资金短缺的困扰，水利设施差，加之多年来周而复始

地搞单一传统的农业种植，致使经济效益长期徘徊不

前。我所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和这个村的领导认

真研究村情，认为：一缺钱，二缺水是导致该村“高产穷

队”的症结。于是，我们配合他们制定了“兴修水利，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三高农业，兴办三级企业，增加

集体积累，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提前 5 年实现小康”的

规划和目标。根据这一目标要求，主要抓了以下四个方

面的工作。

（一）积极筹措资金，大搞水利建设。我们财政所多

方筹措资金，利用寨东村毗邻沭河，地下水位浅的自然

条件，兴修水利设施。三年来，共筹集支农资金 5.5 万

元，无偿资金 1.7 万元，扶持这个村铺设地下水泥管道

1 500 米，垒石渠 1 000 米，打深水配套井 3 眼，灌溉面

积达 1 000多亩。

（二）实行统分结合，减轻农民负担。为了进一步完

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会同寨东村研究决

定，对承包土地实行统分结合，以全村 1 800 亩耕地中

分离出 500 亩进行集约经营，即由村级管理的适度规

模经营。1992年，这 500 亩地创经济效益 36万元，人均

增加收入 200 元。全村 1 800 口人的提留经费和任务

粮，全部由集体代交，深受村民们的欢迎。

（三）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三高农业。寨东村长期单

纯种植小麦玉米，虽然使村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但村民手中无钱，给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

来了困难。我们会同该村领导反复考察论证，认为该村

离县镇蔬菜脱水厂近，又是“白柳之乡”，销路好，而且

土地资源比较肥沃，交通便利，应该调整种植业结构，

鼓励村民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1992年全村共种植

400多亩大田脱水蔬菜，100亩白柳条，5亩冬韭实验园

和创汇型大姜、药材试点田。年终共实现经济效益 40

万元，人均增加收入 220 多元。

（四）支持、发展村办企业。寨东村南临沭郯公路，

白泉南路穿村而过，密集的县镇工业对其有较强的辐

射作用，且工业和农副产品货源充足。我们认为，这是

发展工业和运输业的一大优势。1993 年初，我们协助该

村以社会主义农村股份化形式建起了寨东劳动群众运

输联合体和包装纸制造联合体。7 月底运输联合体正

式运营，仅此一项，每年能实现纯利 130 万元以上，全

村人均能增加纯收入 700 多元。包装纸制造联合体，利

用县镇两个造纸厂的下脚料，开展经营。办厂两个多

月，就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目睹寨东村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干部群众无不感

慨地说：“高产穷队”里栽上“摇钱村”，“老典型”焕发了

农村奔小康的勃勃生机。

“龙须沟”满园春色

地处镇南的曹庄子村，长期以来受牛腿沟工业废

水的污染，井水都变成了黑褐色并带臭味。经检查，有

些村民因饮水中毒患上肝病。村民们着急地说：靠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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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龙须沟”，我们哪年哪月才能吃上新鲜干净的水！

“曹庄子村 1 800 多位父老乡亲的饮水困难急待解

决”——这是镇党委、政府交给我们参与完成的重要任

务。1991年秋，我们与该村干部及地区工商局扶贫工作

组一起，几经勘察论证，确定了在远离牛腿沟的村东南

角打一眼大口水井，上自来水的方案。为组织这一方案

的实施，我们帮助该村多方筹措资金 5 万元，村民自筹

资金 5.5万元。1991 年冬动工到 1992年 10月，经过广

大村民的顽强奋战，一口南北长 30 米，东西宽 40 米，

深 6 米多的饮水兼灌溉的大井初步竣工。当村民们喝

上甘甜新鲜的清泉水时，含着激动的泪水说：靠爹靠

娘，不如靠共产党，是共产党派来的扶贫队和镇里的财

神爷，帮助俺们解决了饮水问题。

1992 年，除了解决村民的生活用水外，还使该村的

600 亩农田得到了灌溉。进入 1993 年初，全村发展蔬菜

400 亩，并在优质土地上试种了柳条、冬韭、创汇型蔬

菜、进口美亚芹、药材、药膳等高效作物。预计年终可创

经济效益 25 万元，人均增加纯收入 100多元。昔日的

“龙须沟”，如今变成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一片绿洲。

传费 240 万元。现在使 用“哈 磁”各种产品的国

内外用户 已达 3 000 万人。第二是适应市场需

要，不断开发新产品。他认 为，“没有疲软的市

场，疲软的是人”，只凭一两个不变 产品，任何企

业都难成大气候，只有树立 超前意识，适时推出

新产品 ，才能占领市场。他本人就是一位 高产的

发明家，已发明专利 100 多 项。建厂 以 来，“哈

磁”平均每年都有 2-3 项新专利产品 投 放 市

场。“哈 磁”在 H 型强磁 化 杯、吊瓶 式磁化卫生

器、摩磁、健脑 美容梳四 大项产品稳稳站住 市场

的基础上，又 在生产或试制太阳能降温帽、即时

阀（节水阀门）、颈 枕（医疗 保 健 用）、减肥腰带、

按摩洗脚浴盆等新产品，其中太阳能降温帽今

年已正 式批量生产，投放市场。他们还准备向轻

工产品、农副产品 深加工等人民生活必需品 领

域拓展，使“哈磁”产品 更大范围地占领市场。第

三是依靠法律手段保护市场。为 了保护本厂专

利产品，减少遭受侵 害，“哈 磁”一直作不懈的努

力，每个销售公 司都聘有律师。今年支付的打假

费用 已超过 100 万元。

郭厂长认 为，人才是企业的支柱，企业的竞

争就是技术的竞争。为此，他不拘一格，广招贤

才，用人不讲文凭、资格，只讲本事，对贡献大的

给予重奖。目前，全厂 已有高中级专业技术、管

理人才 30 多人。要求来“哈 磁”工作的高级技术

和 管理人员，都由郭立 文亲自把关选聘。“哈

磁”建厂 以 后，就 提 出 了“科技治厂”的办厂 方

针，先后成立磁应用研究所、职工发明协会、新

技术开发办公 室等；并拓宽科技横向联合，同黑

龙江、上 海、武汉 等地有关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建立联系，外聘专家、教授成立“智囊团”。在

同厂外科研院 所携手合作过程 中，“哈 磁”提供

了大量科研经 费，为专家学者对“哈磁”产品 开

展临床研 究、技术分析创造条件，从而推动“哈

磁”产品 改进设计，更新换代，提高质量，并防止

伪冒，维护权益。

郭厂长回 首 6 年的历程，深深感到，“哈 磁”

从无到有，从小 厂 变成一个庞大的“哈慈集团”，

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各级 政 府和

财税部门的支持。没有税收 优惠政策的扶持，

“哈 磁”发展不了这样快。他说，关键是看国家给

减了税，企业是把钱用在吃喝挥霍上 了，还是真

正用于发展生产上 了；减税以 后，企业上交的税

收是否还在逐年大幅度增长。“哈磁”享受税收

照顾，但生产经营发展得很快，为国家提供的税

收 是大幅度增长的。1989 年，“哈 磁”生产规模

小 ，为国 家提供的税 收 只有 6.8 万 元，到 1993

年，仅上半年产值就 完成 7 800 万元，交税 225

万元，相当于动 力区最好企业的年产值。

不知 不 觉，郭立文厂长已和我们谈了一个

多小时，室外待访人员已候多时。我们问郭厂长

今后的规划和打算。他说，我们现在是“借地生

财”，花 30 多万元租 了这些平房。适应哈 慈集团

的发展，我们正 在建“哈磁科技综合大楼”，主体

工程即将竣工。初步计划，到 1995 年，产值要实

现 5 亿元，利税 超过 6 000 万元，我们心里粗算

一下，这两项指标分别相当于 1992 年的 5 倍和

3 倍。

（题图照片；建设中的哈磁科技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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