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努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财政补贴县、贫困县在

没有改变面貌前不准搞楼、堂、馆、所，行政事业单位不

准购买小轿车，要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于发展生产。

9.稳定干部队伍。县长、厂长要相对稳定，一般情

况下，县（市）长、厂长任职期与“两扭两创”目标尽可能

一致，确因工作需要或按法律规定任职期满有关领导

变更时，下一任领导要继续承担并履行“创收扭补”或

“创税利扭亏”合同中所确定的责任目标，以保证工作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三）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考核制度，兑现奖

罚政策。对财政收入创八千万和亿元的县市以及扭补

县，省与市地、县签订创收扭补目标责任书；对扶持的

创税利大户签订贷款合同和项目实施目标责任书，确

保规划顺利实施。每年第一季度各级“两扭两创”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对下一级及直属企业上年度“两扭两创”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四）认真筛选项目，积极筹措资金，狠抓规划实

施。河南省各级“两创两扭”领导小组和财政部门组织

专门力量，对列入扭补创收规划的县和一部分创税利

大户企业进行认真调查，帮助落实规划。1991、1992 两

年，河南省共筹措“两扭两创”资金 12.4 亿元（其中：银

行贷款 3.24 亿元，企业自筹 3.31 亿元，各级财政通过

拆借、引进及利用间歇资金等筹措 5.87 亿元），共扶持

50 多个县，170 多个技改项目。这些项目投产见效后，

可新增产值 33 亿元，新增利税 7 亿元左右。

（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狠抓扭亏增盈。河南

省“两扭两创”领导小组及财政厅会同省计经委等部门

一起，积极组织力量认真分析企业亏损居高不下的问

题和原因，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将全省扭亏增

盈任务层层分解到各市地县、企业和省直工业部门，并

分别与各市地主管负责人签订扭亏增盈目标任务书，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有目标的目标责任体系。要求

所有发生经营性亏损的企业都要限期扭亏。对按时完

成扭亏目标或扭亏为盈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给予企业

职工一次性奖励和通报表彰，并在安排资金、项目等生

产经营条件方面给予倾斜。对扭亏为盈的大户，除给予

奖励外，利用新闻媒介通报表彰，推广经验。对不能按

期扭转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对经营者就地免职或降职，

不搞易地作官，企业干部、职工减发工资或只发生活

费。

（六）深化乡镇财政改革，抓好乡镇财源建设。一是

健全管理体制，强化乡镇财政职能；二是对凡列入乡镇

级的财政收入，原则 上都放给乡镇管理，促使乡镇领

导当家理财，量财办事；三是完善“一包三年，多收多

支，少收少支”的乡镇财政包干体制，调动乡镇政府抓

财源建设的积极性；四是因地制宜，积极筹措资金，大

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五是将乡镇级财政创收扭补纳

入县级财政创收扭补规划，进行目标管理，形成上下一

心抓经济振兴、抓生产发展、抓财源建设、抓创收扭补

的强大合力。

财源建设

我们是怎样扭 转

补贴 县 面貌的

渭南地区财政局

渭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关中东部，长期以来，由于历

史的原因，农业经济比重大，工业起步晚，财政收入少，

所辖 12个县市区有 7 个县市财政吃补贴。从 1984 年

起，渭南地区把县级财政扭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 1992 年底，澄城、韩城（市）、

华县、华阴（市）、潼关、白水、合阳 7 县市全部摘掉财政

吃补贴的帽子。其中，完成扭补任务较早的澄城、韩城、

潼关，在不断巩固扭补成果，保证经常性支出的基础

上，还逐年增加了对生产、技改方面的投入。

几年来，我区围绕扭转补贴县面貌这个目标，主要

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动员各方面力量抓扭补。

财政扭补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

及到上下左右，各个方面，所以单靠财政部门去抓是不

行的。只有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动员各方

面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成效。但是，对扭补工作认

识并不统一，有一些县（市）吃惯了社会主义的“大锅

饭”，认为扭补“吃亏”，或过分强调困难，悲观情绪严

重；有的经济部门认为扭补工作与己无关，因而不能积

极配合。面对这些思想障碍，我们自始至终狠抓了提高

认识，改变观念这个重要环节，通过反复动员启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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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宣传扭补工作的重要意义，从几方面解决问题。一是

解决了为什么要扭补的认识问题。我们通过对经济与

财政关系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经济得

到发展，财政吃补贴的面貌才能改变，才能促进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些县级领导感慨地说“不

重视财政的政府不是好政府，不重视财政的领导不是

好领导”。二是解决了能不能扭补的认识问题。我们多

次召开经验交流会，座谈分析我区经济状况，使各级各

部门认识到，只要有了扭补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注

重调查研究，找出本地扭补的有利因素，扬长避短，扭

补工作就一定能收到实效。三是解决了怎样扭补的认

识问题。各级在扭补工作中一致认为，只要领导重视，

发挥资源优势，重点抓好骨干财源建设项目，就能实现

财政扭补目标。

在不断解决认识问题的过程中，地、县两级分别成

立了扭补领导小组，由行署、县市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财政、计委、经委及四家银行领导为成员，扭补工作办

公室设在财政局，并配备了专人抓日常工作。多年来，

尽管各级领导多次变动，但地、县扭补领导小组人员都

及时得到补充调整，并及时研究解决扭补工作中的问

题。同时，各成员部门按其职责，划分任务，责任到人，

把扭补任务落到实处。1990 年我们在学习借鉴永寿县

的经验后，各县市形成了五套班子齐心协力抓扭补，深

入基层包乡镇、包企业、包项目等责权利相结合的格

局。扭补困难最大的合阳县，组织五套班子和有关部门

二十多人赴永寿等地考察学习，并制定了“八五”财源

建设规划，在去年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县

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抓扭补，逐乡镇、逐企业下达创

收任务，为扭补目标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制定规划，强化措施，层层落实目标任务。

1984 年以来，我区先后四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制

定和修改了扭补规划，明确了 7 个补贴县具体完成扭

补任务的期限。同时，我们从实际出发，从地域自然资

源的优势出发，从各自的特点出发，制定了具有各自特

色的可行规划。一是根据我区南北地理条件差异较大

的特点，确定了“南有色、北资源、中部种植和加工”的

经济发展战略；二是各县市在制定和修改规划时，都能

够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自然资源等有利条件的发挥。潼

关县曾经由于结合实际考察论证不够，盲目上几个不

符合当地特色的项目，结果效益很差，使该县的干部群

众对实现扭补心灰意冷。面对这种状况，地、县两级扭

补领导小组就潼关如何才能走出财政困境问题作了多

次调查研究，在总结吸收教训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制

定出了“大力发展黄金生产，综合开发黄河航运”的发

展路子。近 6 年来，他们先后投资 3 000 多万元，建成了

李家、小口两个黄金生产集团及黄金冶炼厂和航运公

司几个大项目。目前这些项目已成为支持财政的骨干

项目。1992年该县财政收入已达到 1946万元，是 1985

年 284 万元的 7 倍，年均递增 31.64%，高出全区年递

增速度 13.47个百分点。白水县扭补规划几经修改，改

变了过去只注重工业的片面倾向，确定了“长抓果，短

抓烟，酒、煤、建材、瓷器齐发展”的发展战略，几年来，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7 年间，财政收入在 1985年 600 万

元的基础上，先后突破了千万元、两千万元大关，1992

年实现收入 2 280 万元。韩城、澄城等县市在正确规划

下，都形成了自己的财源结构，财政收入都跨上了新的

台阶。

为了确保扭补规划的顺利实施，地区行署每年同

补贴县政府签订扭补合同责任书，各级也层层建立了

目标责任制，按年考评奖罚，并把扭补目标与领导任期

目标相挂钩，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实践证

明，这种责任明确，奖罚分明的措施，对我区扭补工作

的顺利完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全力以赴抓好扭补重点项目建设，培养支柱财

源。

扶持骨干项目，开辟新的财源，是实现扭补的根本

途径。几年来，我们一直抓住这个重点不放，在项目筛

选确定上，始终坚持了“以工业项目为主，以中小项目

为主，以技术改造项目为主，以短、平、快项目为主”的

原则。十分注重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防止盲目新建大

型项目，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反复评估论证，使所扶

持的项目真正能发挥出各县市自然资源的优势和特

点。7 年中，我们先后扶持骨干扭补项目 32个，目前这

些项目中，除合阳水泥厂技改项目和合阳县皮革厂扩

建项目正在实施外，其余 30 个项目先后都建成投产，

18 个项目已达产达效，成为支撑财政的骨干企业，年均

净增财政收入达 7 000 多万元。此外，我们结合本区实

际，有重点地扶持了苹果、烤烟生产两大农业项目，使

我区农林特产税和烤烟税由 1985 年的 690 万元上升

到 1992 年的 3 783 万元。目前，全区财源建设初具规

模，布局逐步趋于合理。即：南有黄金，北有烟、酒、煤

炭，中部加工业突出，苹果生产基地遍布大多数县

（市）。如潼关和华县的金矿，年可产黄金 21 000 两，提

供财政收入约 1 100 万元；澄城、合阳、白水、蒲城 20多

万亩的烤烟生产基地，年可提供财政收入 1 500 多万

元；重点税收大户澄城卷烟厂年提供税收 5 000万元左

右；白水已挂果的 12万亩苹果，去年提供农林特产税

900 万元；这些财源的形成为我区财政收入突破四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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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补贴县（市）甩掉财政补

贴县帽子的重要基础。

四、多方筹集资金，是支持扭补项目建设的重要措

施。

补贴县搞建设，解决资金问题是关键。近几年来，

面对信贷、财政资金困难的局面，地、县两级为了确保

扭补项目的正常建设，千方百计、多层次、多渠道地筹

集资金，确保了扭补工作的顺利进行。几年来，全区为

32 个重点扭补项目共筹资金 22 000 多万元。在资金的

筹集方法上，我们除积极向银行等部门争取外，一是坚

持过紧日子，尽量压缩非生产性支出，每年从机动财力

中安排一定数量的扶持资金。从 1990 年起，地区每年

安排贴息资金近 100 万元。二是鼓励职工集资、以劳代

资、入股经营、横向联合等方式，来解决建设资金短缺

问题。澄城县在 1989 年仅为烟厂扩建工程发行债券一

次筹集资金 1 000 万元，确保了该厂按期投产。合阳县

1988 年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地共引进资金 400 万元，去

年在实现扭补的关键时刻，为促使重点项目的完工，一

次拆借资金近 500 万元，保证了几个项目的按期完工。

在建设资金的使用方面，我们坚持了几条原则：一

是坚持“三个优先”，即：能提前扭补的县优先安排，经

济效益好，税高利大的项目优先安排，前期准备工作充

分的项目优先；二是扭补项目立足于本地资源优势，产

品有市场的方可给予投入；三是主要用于工业技改项

目；四是扭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审批手续齐

全的方可投入。1988 年至今，我们采取先扶持澄城、韩

城、潼关等扭补条件成熟的县市，然后集中力量抓白

水、合阳。1991 年全区财政扭补资金 600 万元，其中投

入白水县 200 万元，投入合阳 150 万元；1992年扭补资

金 540 万元，投入合阳县 370 万元。这种资金的投放方

法，避免了过去那种“撒胡椒面”现象，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五、在抓好骨干财源的基础上，不放松群体财源的

开辟。

在抓群体财源工作中，我区着重抓了乡镇财政创

收扭补工作。一是在 1991年初制定了全区 1991—1993

年乡镇财政扭补规划，逐乡镇提出了分年度的奋斗目

标。实施两年，成效显著，1992 年全区乡镇级财政收入

实现 16 518 万元，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 41.21% ，比

1985 年 6 4 96 万元翻了一番半；1991、1992 两年实现扭

补乡镇 40 个，减少补贴 250 万元。二是指导各县市修

订了县对 乡的财政体制，本着“让利乡镇，体制三至五

年不变”的原则，充分调动乡镇政府抓财政收入的积极

性。通过乡镇创收扭补，减轻县级财政负担，促进了县

级扭补工作的进程。

几年来扭补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的

来看，扭补标准还比较低，各扭补县市财力状况也不均

衡，有的扭补后财力较为充裕，有的则仍很拮据。我们

要继续努力，巩固扭补成果，集中抓好化工、电力的发

展，搞好第二期引黄灌溉工程，大力开发旅游，不断开

辟新的财源，壮大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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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是福建山区贫困县之一。贫困的原因除受地

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客观条件制约外，

还有主观原因，就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度认识

不足。近年来，我们通过深刻反思，逐步认识到科学技

术对于山区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了各种措

施，把经济建设逐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取得了良好效果。1992年，在国民

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达 37.5%，比 1991 年

的 20%提高了 17.5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3 000万元大关，比上年增长 22.2%。在净增的财政收

入中，61%来自科技生财。实践证明，依靠科技力量是

振兴山区财政经济的现实选择，我们必须把这篇事半

功倍的大文章做好。

做好科技生财文章，首先要在“引”字上勤构思。近

年来，我县针对山区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突出抓了人

才、技术、项目的引进，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长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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