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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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