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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农 村 经 济 的好形 式

— 蒲析县试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调查

理 成

如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

加快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蒲沂县试行农工商综合

经营的作法
,

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经验
。

一九八 O 年三月
,

中共湖北省委
、

湖北省人民政府和咸宁地委
、

行署在蒲忻县进行农工商

试点以来
,

该县现在已实行了茶工商
、

林工商
、

建工商等不同行业的综合经营
。

一个 溶 产
、

工
、

销为一体的农工商综合经营体系正在全县形成
。

这个县的实践证明
,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

营
,

有利于发展生产
,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

巩固工农联盟
,

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形式
,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必由之路
。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蒲沂县地处长江以南
,

境内有山有水
,

土质肥沃
,

气候温和
,

降雨丰富
,

适 宜 粮
、

棉
、

油和其它多种经济作物生长
,

盛产茶
、

麻
、

竹
、

木等多种农产品
,

发展多种经营有着得天独

厚的条件
。

但是
,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
,

农业发展的步伐很慢
,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二

十年间
,

全县社员人均集体分配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八角钱
。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

党中央为

了搞活农村经济
,

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

实行了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 列 方 针 政

策
。

但是
,

由于产
、

工
、

销相互脱节
,

农村经济仍然难以得到很快发展
。

针对这一情况
,

党

中央又作出了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

国务院具

体要求每个省都要搞几个县先行试点
。

根据这一要求
,

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决定在蒲沂县进行

试点
。

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同志曾多次亲临该县指导
,

并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
,
咸宁 地 委

、

行署主要负责同志自始至终抓试点工作
,

并带领调查组在蒲沂县进行前后几个月的系统调查

研究工作
,

从而清楚地认识到
,

农民只管生产
,

不管加工和销售的单一经济方式
,

有许多弊

病
。

首先
,

农村单靠卖原料
,

农民富不起来
,

资源难以保住
。

蒲沂县竹木资源较为丰富
。

解

放三十年
`

来
,

共向国家提供商品楠竹二千九百九十万根
,

木材十六万七千四百立方米
,

为国

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

但山区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困境
。

到一九七九年
,

三个山区

公社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才一百元钱
,

日子免强过得去
。

但山区竹木资源却大幅度下降
,

一九

八O 年的调查表明
:

楠竹立竹量平均每亩只有九十三根
,

比六十年代下降 38 % ; 木 材 收 殉

量逐年减少
,

一九八 O 年县计委下达木材收购计划为 2 3 0 0立方米
,

比六十年代下降 61
.

7%
。

竹木资源虽然逐年减少
, “

入不敷 出
” ,

但山区人民
“

靠山吃山
” ,

每年还不得不过量砍伐
,

形

成
“

越穷越砍
、

越砍越穷
”

的恶性循环
。

山区干部群众说
,

不砍
,

国家计划完不成
; 不砍

,

缺

钱买 口粮
,

生活无着落
。

以一九七九年为例
,

山区三个公社交售给国家的竹木收入为 77
.

6万



元
,

除去 50 万元购买供应粮外
,

下剩 27 万元
,

人均只有九元钱
。

由于山区人民的生活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

所 以尽管层层设卡
,

行政干预的办法很多很严
,

仍然制止不了过量砍伐

的问题
,

仍然改变不了对山林资源进行掠夺式经营的做法
。

同时
,

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

千扰
,

山区的加工业也非常落后
,

处于
“

一弱三低
”

的状况 (即加工力量弱
,

技术水平低
、

原材

料利用率低
、

加工收入低 )
。

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

农民只能卖原材料
,

农民就富不

起来
。

第二
,

农
、

工
、

商三者分离
,

产
、

工
、

销脱节
,

农民得不到实惠
,

生产发展不起来
。

以

茶叶为例
。

蒲忻县年产茶叶 5 万多担
,

是全国十八个重点产茶县之一
,

而且历史悠久
,

素享

盛名
。

茶叶收入是产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

但是从一九七七年以后
,

茶叶经营部 门先是认

为老青茶过剩
,

一面对老青茶压级压价
、

停收限收 ; 一面大力扶持茶农改产细茶
。

当细茶发

展起来后
,

又认为细茶也过剩了
,

同样采取对待老青茶的作法
。

这样一折腾
,

使茶农的经济

利益受到影响
,

挫伤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
,

以至不少地方出现挖茶树
、

毁茶园
、

烧茶叶
、

茶

园荒芜的现象
。

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

做到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

实行 生 产
、

加工
、

销售一条龙
,

打破独家经营
、

一家垄断的局面
,

给生产者以加工
、

经营的自主权
。

农
、

工
、

商三者分离
,

不仅市场信息不通
,

流通渠道不畅
,

常常出现
“

多了拿刀砍
,

少了

拿鞭赶
”

的情况
,

而且在经济利益上也不能兼顾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关 系
。

该

县茶园有 6 4 7 0。 多亩
,

一九七九年采摘面积 4 7 5 0 0 多亩
,

亩平产值只有 93 元
。

据调查
.

茶农

生产一担 (1 00 斤 ) 一级绿毛茶
,

亏本 35 元 ; 这一担毛茶交给加工部门
,

将其加工成 一 级 成

品茶后
,

即可得到纯利四十八元二角五分
,

利润率为 n
.

招 % ; 再交给商业部门经营
,

商业经

营单位又可得到纯利七十三元五角三分
,

利润率达百分之十三点九五
, 然后从县 里 运 到 销

地 (比如武汉 )出售
,

商业环节又可得纯利一百二十三元九角四分
,

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一点

三七
。

以上简言之
,

茶农生产一担一级细毛茶亏本三十五元
,

而经过加工
、

经营部门后
,

工
、

商两家却得纯利一百七十二元一角九分
。

在利益上是商大于工
,

工大于农
,

生产者最划不来
。

由于生产者赔钱
,

消费者没有少出钱
,

中间环节赚大钱
,

所以生产者没有积极性
。

他 们 说
:

“

种茶叶不如种红着
,

种红若不如砍芭毛
。 ”

茶叶销价贵
,

茶叶消费者也不愿买
,

本来不够消费

的茶叶反而积压
。

中间环节得利很多
,

就更想一家经营
,

统死统住
。

第三
,

浪费资源
。

茶叶是鲜货
,

采摘下来后要及时进行加工
,

这样可以提高它的 质 量
,

减少中间环节
,

节约运输费用
、

节约人力等等
。

又如竹木
,

如能做到就地加工
,

可以减少运

输量
,

可以做到综合利用
,

边角废料都可以利用
。

黄沙公社每年上调的一部分楠竹
,

都有一

部分不能及时调运而枯掉
。

社队又不能用来加工
,

一过伏天
,

绝大部分就枯掉了
,

失去了使

用价值
,

造成极大的浪费
。

如果将这部分竹子
,

按调材单位的要求
,

分别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
,

再调运出去
,

就可避免损失
,

减少资源的浪费
。

以上这些弊病都说明
,

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
,

是束缚经济发展的
。

如果不改变这种与生

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
,

党中央关于振兴农村经济
、

让农民尽快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就难以

落实
,

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

这个县的干部群众说
: “

农不经商
,

穷个精光
;
农工商结合

,

致富有希望
” 。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束缚他们积极性发挥的体制的不满
,

寄托了对实行农工

商综合经营的热切希望
。

总之
,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
,

是发展农

村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行步骤和组织 形式

蒲沂县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
,

采取
“

单项突破
,

逐项增加
,

全面展开
”

的工作方案
,

首先

从茶叶的产工销一条龙起步
。

因为茶叶是蒲沂县的一大优势
,

全县有茶园六万多亩
,

年产五

万担以上
。

该县茶叶生产历史悠久
。

据记载
,

早在唐代太和年间 (公元 8 27 一 8 30 年 )
,

羊楼

洞一带就有茶叶
。

到明代中叶 (公元 1 3 6 8一 1 6 4 4年 )
,

羊楼洞的茶叶已相当发达
,

制茶工艺也有

了突破性的发展
。

到清代咸丰末年 (即 1 8 6 0 年 )
,

羊楼洞 已开始大量生产砖茶
。

外省商人纷纷

来此设立茶庄
,

曾达百家之多
。

一八六一年
,

汉口开埠
,

俄商在汉 口设立洋行
,

大量掠购中

国茶叶
,

并派人到羊楼洞监制茶砖
。

解放前夕
,

茶叶生产 已近衰败
。

解放后生产迅速 发 展
。

一九七九年收购量达六万担
,

收入占全县农业总收入的 n
.

2%
。

茶叶生产发展了
,

但茶农经

常碰到的突出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
;
渠道不通就带来停收限收或压级压价

,

挫伤 茶 农 积 极

性
,

茶农对此反映强烈
。

县委决定先从茶叶起步
,

组织产工销一条兔 抓住这个关键的项 目

取得试点经验
,

然后逐类旁通
,

带动其它各个项 目
。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其它准备 工 作
,

于乙九八O 年七月十五 日成立了
“

蒲沂县茶工商联合公司
” 。

接着逐步扩大试点的项 目或行业
,

同年八月九 日成立了
“

蒲沂县建筑联合公司
” :

十月十三 日成立了
“

蒲析县林工商联合公司
” 。

目

前正在筹建中和即将准备筹建的还有县渔工商联合公司
、

麻工商联合公司
、

工业企业联合公

司和社会服务联合公司
。

同时
,

各社队还根据各自的优势
,

组织了茶叶
、

林业
、

渔业
、

建筑
、

运输
、

服务行业等多种形式
、

不同层次的联合
。

全县参加联合的核算单位有一千余个
。

已经成立的茶工商
、

林工商
、

建工商三个联合公司
,

分别以县烟麻茶公司
、

县木材公司
、

县建筑公司为依托
,

广泛联合各社队的生产单位
、

加工厂
、

商业购销单位而建立起来的
。

实

行
“

一套人马
,

两块牌子
、

两本账
、

两幅担子
” ,

国营公司经营国家计划部分
,

联合公司负责

组织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剩余部分的加工和推销
。

这样
,

避免了机构重叠和新增机构
,

充

分利用现有国营加工单位和经营单位的人员
、

基础设施
。

参加联合的单位
,

都实行
“

三不变
” ,

即所有制不变
、

核算单位不变
、

隶属关系不变
。

参加联合
,

是经济上的联合
,

是联 合 做 生

意
。

联合公司并分摊国营公可职工工资的三分之一和仓储等基础设施折旧费的四分之一
。

联

合公司遵守
“

三保证
” ,

即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
,

保证完成上交利润
,

保证照章纳税
,

在党

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结营活动
。

联合公司在县委
、

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
,

组织参加联合的单位进行综合经营
。

各公司内部实行民主
、

平等
、

互利的原则
,

公司的

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
,

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
,

负责制订联合章程
,

决定联合

形式和办法
,

决定生产和经营计划
、

利润分配等重大问题
。

具体业务工作 由管委会择优聘请

经理和若干副经理主持
。

蒲沂县在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过程中
,

首先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
,

玩活
“

龙头
” 。

他们认为
,

农工商一条龙
,

首先是发展生产
,

这是开展农工商的物质基础
。

例如
,

试办林工

商
,

山区不少干部担心会破坏资源
,

说
: “

搞林工商
,

该竹木遭殃
” 。

地
、

县委经过深入的调查
,

首先提出了发展山区林业生产的八条措施 (其中主要内容有
:

提高竹木垦复补助标准
,

每亩立

竹一百根以下的控制砍伐
,

间伐材
、

小径材等
,

放手让林区搞加工
,

允许出境
,

不适合种粮

的挂坡地停耕还林
,

增加山区粮食定销指标一百五十万斤
,

等等 )
,

受到了山区干群的 拥 护
。

八条措施落实下去后
,

山区林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

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
,

爱林护林出现可

喜局面
,

垦复
、

抚育楠竹
、

幼林的面积成倍上升
。

这就为开展林工商打下了好基础
。

其次是始终坚持 自愿互利的原则
,

具有组织上的群众性
、

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



活性
。

参加联合自愿
,

退出自由
,

按股分红
,

利益均沾
。

利润分配办法民主讨论通过
。

在县

政府的支持下
,

联合公司的利润分配办法实行三句话
, “

县财政不多要
,

联合公司不多留
.

实

惠给生产者
” 。

三年来
,

仅茶工商
、

林工商以价格形式一次返还的利润和年终分红
。

使生产者

多得收入一千零四十八万元
,

给了农民以实惠
,

促进了茶叶
、

林业生产的更快发展
。

群众高

兴地说
: “

农工商
,

人参汤
” 。

再次是实行多种办法
、

多种形式的联合
,

方便了联合各方
,

生意越做越活
。

他们的联合

形式主要有四种
。

一是生产单位将产品入股
,

按股分红
。

二是以价格形式返还利润
,

把减少

中间环节的好处直接给到生产者
。

例如生产单位出售竹床
,

可以直接交给联合公司
,

减少了

过去通过基层供销社收购和土产公司中转这两道环节
,

每张竹床比原来交给基层供销社的价

格高三角八分
。

一九八 O
、

一九八一两年
,

联合公司经营竹床六万八千多张
,

在销价不增的

情况下
,

生产者多得收入三万二千八百元
。

三是代购代销或组织产销直接见面
。

例如
,

一些

林场人工杉木林的间伐材
、

小径材
,

既可由林工商联合公司代购代销
,

也可由联合公司介绍

产销见面
,

让林场多得实惠
。

还有一些一时滞销的山区土特产品
,

联合公司先收起来
,

帮助

组织推销
,

大大方便了群众
。

四是原料生产单位与加工单位的联合
。

联合公司对外组织产品合

同
,

分配到加工单位
,

并帮助加工单位组织原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
,

将加工利润返还一部给原

料生产单位
。

以上四种联合形式
,

都按照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
,

用签订合同来具体实现
。

联合公司贯彻 自愿互利的原则
,

让联合各方都得到经济利益
,

并在联合经营中坚持把大

部分利润返还给生产单位
,

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
,

加快发展生产
。

这是联合公司三年来得以

巩固和发展的核心
。

农工商综合经 营带来的可喜变化

蒲沂县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虽然时间只有三年
,

目前试行的项 目也只有三个 (茶叶
、

林

业
、

建筑 )
,

而且是在摸索中前进
,

在前进中摸索
,

但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是应该充分肯 定 的
,

效果明显
,

变化喜人
。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尝试
,

给农村经济的发展灌注了新的活力
,

给发展

农村的合作经济展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

为全面改革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作出了可贵的 探 索
。

它与目前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制以及随之而兴起的专业户 (重点户 )和新的经济联合
,

很可能

融为一体
,

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
、

具有光辉前景的合作经济
。

农工商综合经营给蒲忻县带来的变化
,

概括地说
,

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初步改变了过去生产
、

加工
、

销售脱节的状况
,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农业内部结

构趋 向合理
,

农业生态趋向平衡
,

开始出现 良性循环
。

过去
,

在茶叶生产上是独家经营
,

生产
、

加工
、

销售是脱节的
。

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后
,

将产
、

工
、

销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
,

一方面通过加工
,

增加花色品种
,

提高原料价值
,

提

高竞争能力
; 一方面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

,

及时指导加工
,

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

这样产

品不愁销路
,

生产就愈加发展 , 生产的发展
,

带来加工业的相应发展
。

全县现有茶叶初制加

工厂一百五十五个
,

比试点前增加一百四十八个
,

做到了
“

初制加工不出大队
,

精制加工不出

县
” ,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茶叶加工体系
。

为了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

还逐步发展加工精制花

茶
,

茉莉花由七千盆发展到九十五万盆
。

初步改变了过去加工花茶要将茶叶运到广州
、

福建

等地窖花又运回来的状况
,

实现了花茶精加工的成龙配套
,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

茶叶加工

业的发展
,

加工技术的提高
,

使茶叶产值大幅度上升
。

一九七九年全县茶叶产值四百四十五

万元
。

进行试点后年年上升
,

一九八二年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万元
,

比一九七九年增两倍多
。



茶叶质量不断提高
,

不愁销路
。

茶农的收入也逐年增加
,

更加精心管理茶园
。

现在茶农关心的

不是销路
,

而是增产
。

林工商开展后
,

山区社队竹木加工业得到了很快发展
。

开始由
“

不加工— 粗 加 工—
精加工

”

转化
。

通过加工增值
,

林农得到实惠
。

山区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合 理 的 利 用
。

例

如
,

一根楠竹
,

卖原料只有一元钱左右
,

进行粗加工后
,

可值四元左右
,
进行精加工后

,

则

可值十元左右
。

近三年来
,

三个山区公社少砍伐楠竹三百多万根
,

少砍伐木材三千立 方 米
,

可是人均分配
,

平均每年增收三十元七角
。

一向比较贫穷的荆泉公社
,

一九八二年人均纯收

入跃居全县首位
。

群众得到了实惠
,

对竹木更加爱护
,

造林
、

育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

近三

年来
,

该县每年人工造林十三万亩
,

比过去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

成活率提高
。

楠竹蓄积量

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百二十多万根
。

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

乱砍滥伐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

林业生产开始了良性循环
。

建工商联合公司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

城乡建筑队伍由一千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
。

工程承

包面积由过去每年四五万平方米增加到十万平方米
。

总收入由一九七九年的九十五万元增加

到一九八二年的一百七十八万元
。

交纳税款上升四倍
,

上交社 队积累上升三倍
。

城乡建筑业

的联合
,

改变了过去那种
“
农村建筑队缺技术

、

缺设备
” , “

县建筑公司缺劳力做不了
”
的状况

,

双方互相结合
,

扬长避短
,

解决了这个县长期存在的
“

基建任务大于施工力量
”

的问题
。

(二 )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能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

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更好地

结合起来
,

既有利子完成国家计划
,

给 国家增加收入
; 又有利于积极参与市场调节

,

兼顾集

体
、

个人利益
。

试点三年来
,

国家下达给该县的竹木收购
、

上调计划任务
,

细茶派购任务
,

年年都完成

或超额完成
。

以一九八二年为例
,

老青茶任务一万担
,

超额百分之八十六 , 细茶任务九千
,

担

超额百分之七点四
;
楠竹任务一百零一万三千根

,

超额百分之一点二
,
木材任务如数完成

。

完成计划任务以后的超产部分
,

联合公司积极组织销路
,

打通渠道
,

参与市场调节
,

做

到货畅其流
。

过去一家经营
,

计划任务完成后
,

如果市场紧俏
,

就层层加码要多收多调 ; 如

果市场滞销
,

就限收停收
,

压级压价
,

还不准社队自己出去推销
。

现在联合公司承担经济责

任
,

不论滞销畅销
,

按经济合同办事
。

林工商公司成立后
,

为了方便群众交售产品
,

在原有

的十三个林业站的基础上
,

又增设了购销网点八 + 一个
。

该公司购销业务不断发展
,

购销额

成倍上升
。

一九八二年通过林工商联合公司销售的产品金额达六百七十七万元
,

比一九八 O

年增长一点五倍
。

他们采取派员推销
、

请人上门看货订货
、

开物资交流会
、

发电发函征求订

货和发广告等多种形式
,

疏通林产品林副产品
、

渠道
,

打通销路
; 同时及时掌握

、

预测市场

信息
,

指导生产
。

该公司经营的林副产品近几年己遍销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单位
,

并

与中国林产品经销公司
,

北京市林工商公司建立了联营
,

逐步打开了该县竹木制品在北方市

场的销路
,

生意 日益兴隆
。

由于生意做得活
.

渠道畅通
,

购销业务扩大
,

利润也逐年上升
。

三个公司一九七九年上

交国家税收为一百零九万四千八百元
,

实行农工商后
,

年年增加
,

一九八匕年实交税收达一

百五十七万八千元
,

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一
。

上交利润和公社积累由六十三万七千二百元增

加到一百三十兰万一千五百元 , 扶持生产款也逐年增多
。

三年返还利润一千零四十九 万 元
。

参加联合的国营单位
、

集体单位的千部职工
,

劳保福利待遇比原来有了提高
,

收入 有 所 增

加 , 农村社 队集体增积累
,

社员增收
。

农工商的试点
,

吸引
、

教育了全县广大千部和 人 民
,

促进了各部门的工作
,

加快改革的步伐
,

全县出现了经济活跃
、

五业兴旺的局面
,

农业总产



值增长较快
。

社员人均纯收入达到三百一十二元
,

名列湖北省前茅
。

(三 ) 促进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
,

推动了农村技术的进步
。

蒲沂县农村以前农副产品加工业很少
,

加工能力较弱
,

加工技术也低
。

办起了茶工商
、

林工商
、

建工商等联合公司后
,

促进了加工业的迅速发展
,
各种初制加工

、

精制加工业蓬勃

发展
。

现在
,

.

县茶工商联合公司建起了一个年加工能力为三万担的茶叶精制厂
,

可以
“

吃掉
”

全县所产胺绿毛茶
。

茶叶就地加工
,

保证了茶叶的鲜嫩度
,

提高 了质量
; 而且大大节约了运

杂费
,

降低了成本
。

再如楠竹
,

全县每年砍伐量在一百五十万根左右
.

国家收购一百 万 根
,

下余五十万根
,
就地加工

,

不仅产值可以增加几倍
,

增加林农收入
,

少砍伐 资 源 , 而 且能

充分利用资源
,

做到物尽其用
。

楠竹除利用青
、

黄蔑加工竹制品外
,

蔑屎可用来 压 成 竹胶

板
,

边角废料
、

竹屑
、

木屑等可加工成竹热压板
。

县林工商联合公司扶持新建的竹胶 板 厂
,

已经试产
,

为竹木的综合利用开创 了新路子
。

加工业的发展
,

使农村的加工技术得到进步和

提高
。

一大批有技术
、

有专长的能人受到了重视
,

有了施展本领的场所
。

羊楼洞扇筷厂生产

的扇子等竹制品
、

工艺品
,

远销 日本
、

美国及西欧等地
,

受到外商的欢迎
,

该厂产值年年大

幅度上升
。

(四 ) 开阔了干部
、

群众的眼界
,

训练了一批有经济头脑
、

勇于改革的干部
,

坚定 了改

革的信心
。

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刚开始时
,

人们对它议论纷纷
,

众说不一 不少人持怀疑态

度
,

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
、

非难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三年的实践
,

教育了干部

群众
,

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

认识到实行农工商经营的重大意义
。

在实践的过 程 中
,

还 使 蒲

沂县各级干部在农工商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

增长了才干
,

学会抓经济工作
,

学会傲生 意
。

各个联合公司聘请的正副经理
,

都是比较懂行的领导千部
,

而且有一大批熟悉业务的干部从

事管理
、

经营工作
。

正因为这样
,

联合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
,

业务扩大
,

试点工

作得到顺利进行
。

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几 个问题

为使农工商综合经营进一步健康发展
,

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

(一 ) 进一步解决对农工商综合经营重要意义的认识间题
。

实行农工商是我国农村当前

改革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
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实行

,

而它牵涉到许多部门
。

由于认识

上的不一致
,

给实际工作带来 了不少困难
,

经常扯皮打官司
。

这些认识上的间题需要 解 决
。

各个部门
、

各个单位
,

都要积极支持兴办农工商联合公司
,

上下左右配合
。

在中央总的政策

精神指导下
,

在目前一些规定
、

制度还来不及改革的前提下
,

应该允许试点县采取一些变通

的办法
,

允许有些突破
,

多给一点自主权
。

(二 ) 总结试点试验
,

肯定成绩
,

找出差距
,

便于继续前进
。

试点已经进行三年
,

有经

验
,

也有问题
。

需要系统进行总结
,

肯定成绩
、

经验
, 同时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

。

结合农村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
,

全面进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
按照中共中央 ( 1 9 8 3) 一号文

件精神
,

改革农村商业体制 , 建立各种服务中心 ,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全面完成农村政体
、

经

济体制的改革
,

为指导全省面上的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
。

(三 ) 资金问题
。

在信贷资金上
,

农工商联合公司没有户头
,

用的是供销企 业 贷 款 指

标
。

可以考虑单立户头
,

增加专项信贷指标
。

在税收方面也要相应作出新的规定
。

(四 ) 领导问题
。

农工商综合经营涉及到农业
、

计划
、

工交
、

财贸各个部门
,

需要加强

领导
,

协调统一
。

建议各级要有一个机构
,

协调关系
,

指导帮助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