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检查和治疗再也不需要到外地去了，这在客观上也

减轻了部分应诊病人的负担。

第四，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 进一步好转。医

院是社 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前几年，由于社

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医生用药品拉关系，送人情，

给医院带来了 不好的声誉。公费医疗经费包干到医疗

单位后，医院加强了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内部建立了

相互制约的制度，医务 人员的责任感加强了，据1984

年对县医院的处方检查，基本上杜绝了“大处方”、

“人情方”。
几年来，这项改革能坚持下来并 取 得 较 好的效

果，我们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领导 重视并带头执行。县委、县政府对我们

的工作都很重视，每年年底县政府都召开县长办公会

议听取一年来公费医疗执行情况的报告，确定下年度

包干指标，提出改进的意见，使公费医疗管理不断完

善。在实施过程中，从县级 领导到普通干部都能自觉

地带头遵守公费 医疗管理办法。

2 、卫生医疗部门承担了公费医疗管理的主要任

务，为确保包干指标不突破做了许多工作。从卫生局

长到普通医生，都很关心公费医疗管理，特别是医疗

单位严格把关守口，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我们的工

作是难以进行的。
3 、公费医疗经费包干到卫生医疗部门后，财政

部门不能撒手不管，我们除坚持经常性的检查、把关

工作外，还积极向上级财政部门汇报公费医疗改革和

执行情况，求得支持。对于卫生医疗部门遇到的实际

困难，积极帮助解决，使财政、卫生两家在公费医疗

管理工作上更加协调，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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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利润是

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

财务成果，是反映企

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性

指标，也是发展农村

各项生产事业的主要

资金来源。近年来，

乡镇企业实行多种形

式的承包经营以后，

产值、利 润 成 倍 增

加。但由于一些地方

对乡镇企业财务特别

是对乡镇企业利润管

理不善，致使乡镇企

业利润被侵吞、挪用

的现象比较严重，甚

至出现了分光吃光的

现象。因此，迫切要

求乡财政加强对乡镇

企业的利润管理，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下

面就乡财政如何加强

乡镇企业利润管理谈

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乡财政要协同乡镇企业正 确编 制利润计

划。1985年财政部颁发的《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

规定，乡财政要协助乡（镇）企业建立和健全各项财

务制度，研究生财、聚财、用财 之道，搞好经营管理。

因此，乡财政不仅要协助乡镇企业制订生产、销售和

产品成本计划、并要根据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现状，认

真编制利润计划。乡镇企业利润计划是根据计划期内

商品的销售收入 总额、销售成本总额、销售税金等计

算出本期销售商品的利润计划数。乡镇企业利润计划

编制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的

积极性。因此，乡 财政和乡镇企业要根据企业的实际

情况，根据量力而行的原则，编制出企业利润计划。

在此基础上，乡财政要积极为企业提供信息，帮助沟

通产供销渠 道，组织资金，加强财务管理，以保证利

润计划的圆满实现。

第二、把握好乡镇企业利润的分配原则。把握好

乡镇企业利润分配的原则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

（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关系。在此原则下，

乡财政要注意正确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适当补充

企业流动 资金、支援农业生产和兴办各项公益事业，

并要注意逐步提高企业职工待遇，做好企业利润的分

配工作。乡镇企业的利润分配，应当坚 持 这 样的顺

序：1，按国家税收政策规定，首先应向国家如实上缴

所得税；2.按照有关 规定，向 乡 政府 上 交一部分利

润；3.其余部分归企业所得。

第三、合理确定利润的分配比例。对乡镇企业上

交乡财政的利润数额，应当参照乡镇的经济状况和企

业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乡政府的利润

提成比例不能偏高，必须照顾好乡镇企业的利益。经

营水平高的、建设基础和技术设备条件较差而又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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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途的企业以及利润率低的企业，留成的比例应当

大一点；反之，留成的比例应小一点。对于尚欠国家财

政周转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定额流动资金不足的企业，

应当优先满足企业上述资金的需要；对于超计划利润

部分，企业可适当多留一些。

第四、确保利润的正确使用。为了保证乡镇企业

利润的合理使用，乡财政有责任加强乡镇企业利润的

管理和监督。企业留成的利润，按规定大部分应首先

转作企业流动资金和更新改造基金，其余的可用于企

业奖励和发展集体福利事业，以调动企业职工对生产

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为了使企业留利能够得到正确使

用，乡财政要督促乡镇企业在年初及时 上 报 留利计

划，并随时检查企业在分配使用利 润时，是否按照规

定办理。如发现企业有弄虚作假和乱支乱用留利等情

况，应及时向乡政府反映，妥善处理。企业上交乡政

府的利润，是全乡人民的共同财富，对这部分资金除

用于兴办企业和扩大企业再生产的投资外，主要应用

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贫困、受灾的农民.用于乡镇

建设和兴办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

乡财政也可以利用上交乡政府利润建立发展农村各项

生产事业周转基金，努力把资源优势变为生产优势，

把生产优势变为商品优 势，把 商品优势 变 为经济优

势，真正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乡财政库普乡 一年改变贫 困 面貌

新疆塔城地 区财政处农财科

库普乡是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的一个贫困乡，居

民以哈萨克族为主，人口11，000人。该乡由于少雨干

旱、水源不足、灾害频繁、土地瘠薄，长期处于贫困

状态。到1984年，人均收入只 有75元，80-90% 的农

牧民需要国家救济。1985年，自治区将这个乡列为扶

贫重点，在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通过一年的努力，使该乡人均收入达到160元，

靠国家救济的农牧户减少到10-15% ，部分户已富裕

起来。这个乡扶贫的主要措施是：

一、消除悲观情绪，克服依赖思想。不少人认为

库普所以 富不起来，原因只有一个——客观条件差，

只有依靠国家救济。针对这种情况，乡 政府从思想上

帮助农牧民树立致富的信心，使全乡人民看到致富的

希望。同时，吸取过去扶贫效果差的教训，因地制宜

地制订扶贫措施，改进支援方法，讲究经济效益，使

广大农牧民积极行动 起来，投入各项脱贫致富活动中

去。

二、打破传统观念，发展商品生产。过去，不少

哈族农牧民鄙薄经商，不习惯商品 生产。现在，要治

穷致富，非积极发展商品生产不行。1985年，这个乡

在提高群众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有

关部门的帮助，充分发挥本地优势，积极开展采石、

运输、建筑、挖贝母、加工干酪素等生产项目，还有

5 户哈族牧民开始经商。参加这些生产经营活动的农

牧民共有300多人，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三、根据本地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库

普乡年降雨量约253毫米，而年蒸发量约在1，800毫米

以上。多年来，在国家的支援下，群众投工38万个，

修了二座水库，修造了各种渠道，解决了部分农田和

人畜需水的问题。但根据一般年蓄水量计算，实际农

田受益面积只有1.5万亩左右。据此，该乡将全乡种植

面积由 3 万亩压缩到1.5万亩，1985年粮食亩产由1984

年的36.4斤提高 到93.3斤，总产增加了，收入增加了，

而支出却减少了。

四、积极进行开发性生产。库普乡人多地少、人

多畜少。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85年在财政部门的支

持下，该乡在自然条件较好的 加尔巴斯 地区 开垦了

2，628亩耕地，打了 8 口水井，用于农田灌溉和人畜

饮水。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将106户搬迁到新垦区，

建立了新村。国家给每户补助500元，群众自力更生建

设了新房。1985年，这个搬迁队粮食亩产达到160斤，纯

收入达14.3万元， 人均收入达267.7元，口粮 达 到自

给。

在库普乡的 扶贫工作中，财政部门克服单纯救济

观点，并相应地集中了一定资金，积极协同有关部门，

分片、分户包干，从思想教育到制订落实具体扶贫措

施，从筹集资金到管好用好资金，做了大量工作，受

到了群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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