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将 经 济 和技 术 合 同 纳 入 法 制 轨道

宝成公司依 靠 法 律 解 开 债 务 锁 链
本报讯　当 不少企业为 陷入相互

拖欠资金的怪 圈而束手无策时 ，宝成通
用电子 公 司 通过强化合 同 管理 ，将各
类经 济 、技术合 同 纳 入 了 法 制化轨道 ，
同时 ，他们依靠法律这把 “金钥匙”，
对于久拖未 决 的经济 纠 纷 ，依法开展诉
讼或非诉讼活动 ，为企业催 回 债务90余
万元 ，有效地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

经济 合 同 是 企 业经 济 交 往 中 的 法
律凭 证 ，随着企业经营活动 的层次和关
系日 趋复 杂 ，宝成公 司 更加认 识到 了依
法管理企业 的 重要性。90年 以 来 ，他们
有计 划 、有步骤地在全公 司 实施了 一系
列强化合 同 管理 的措施 。为全公 司 中 层
以上干 部和经营管 理人 员250余人 ，系
统讲授了 经 济 合 同 法规 ，并 多次举办了
委托代理 人法律培 训班 ，普遍提高 了企
业管 理 人 员 的 法 制观念和依法签约 的

自觉性 。此外 ，该公司 重大合 同谈判签约 ，
实行法律专业人 员参加谈判或审核制度 。
在有关涉外 、联营 、租赁 、购销等重大决
策时 ，公司领导也认真听取法律专业人 员
的意见 ，有效地预 防 了 经济纠 纷 的发生 。

在对外经营 活动 中 ，该公 司 注重依法
调整外部 关 系 ，对 于 久拖未 决 的 经 济债
务，该公 司 充分发挥法律顾 问室和职能部
门的作 用 ，主动依法 开展 诉讼或非诉讼活
动。今年5月 ，该公 司 法律专业 人 员赴武
汉某公 司 催要多 年 未还 的 货款 ，通过 多 次
协商 ，发现对方没有 诚意付款 ，根据法律
和合 同 有关条款 ，该公 司 果断起诉 ，经法
院依法审理 ，追 回 了86000余元 的货款 。
他们还在 四 川 、江西 、湖 北 、河 北等地 ，
通过 诉讼或非 诉讼 活动 ，解决 多 起疑难债
务，索 回 了 多年 索要无果 的债款 。

（ 赵 丽 娟）⑭

城 市 改 革 公 费 医 疗制度

去年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费呈下降势头
本报讯 韩城市在改革公

费医疗制度方面 几经摸索三年
间迈出 了两大步 ，初步摸索出
一套适合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实
际的公费医疗医院管理法 ，有
力地遏制了 以药谋私和公疗 中
的浪费现象 。据统计 ，该市1990

年行政事 业 单位公疗费实际支 出 较上年减少2.7
万元 ，人均支出186.1元 ，较上年减少11.6元 。

1988年 以前 ，这个市的行政事业单位公疗经
费管理统一由 市卫生部门按系统 （单位）划块包
干，门诊费按工龄划分标准 ，住院费一律按90%
的比例报销 。这个办法积多年陈弊 ，年年超支 ，
实施效果不理想 ，从1980年到1987年 ，公费医疗
经费 增 长 近 3倍 ，人 均 支 出 从 47.7元 增 至
1 18.4元；1988年5月 ，市政府不得 已 决定 由 市
财政局直接管理 ，实行门诊、住院分别报销 。门
诊费按工龄核定标准 ，按季节发放到人 ，节约归
己，超支不补 ；住院经审批后费用按工龄划分档
次报销 。这个办法对抑制住院费的增长和堵塞门
诊医疗 中 的漏洞起了 一定作用 ，但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医疗上的其他浪费现象 。因此，1988年，1989
年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支付的 公疗费仍 以每年30%
以上 的速度递增 ，1989年 人均公疗费的支 出 竟升
高为197.7元 。

怎么办？看到这种情况 ，韩城市的领导经过
认真的反思之后 ，找 出 了 问题的实 质是 ：管理制
度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 ，说来说去还是公疗
费由 谁管理和怎样管的 问题 。找 出 了 问题症结后 ，
市上从1990年开始实行 市 医 院代管公疗 费 的办
法，由 市公费医疗管委会和市人民医院签订协议 ，
前者全年 以95万元承包给后者 ，实行超支不补 、
结余留 用 。另外 ，前 者还一次性增加给后 者5万
元，作为购置医疗设备专款 ，同时 ，要求乙方必
须保证干部职工及时就医 ，并对患癌症 、肺心病 、
脑溢血 、乙型肝炎患者要实行住院全额报销制度 。

此协议实施以来 ，医院肩负的担子加重了 ，
他们 自 觉地强化了用 药等管理 ，在院 内广泛开展
了查 “挂床”、查乱开滋补药物、查乱开 “坐车
药”、查 冒 名顶替 、查报销凭证 、查 说情走后 门
等活动 ，有效地堵塞 了
医疗 管 理 中 的 各 种 漏
洞，如今一些开 “人情
方”以及小病大养等现
象没有了。1990年市上
拨给医院的95万元公疗
费，医 院 实 际 只 用 了
91.56万元 ，结余的3.44
万元全部添置了新的医
疗设备 。　（白 小 唯）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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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 日 修通 西 延
铁路道 （镇）延 （安 ）
段，确保年底 车通 到
宝塔山 下 ，承担该段

线路铺 架 钉联任务 的
铁一 局新运处职 工 ，
连日 来 冒 酷 暑 加 紧 钉
联施工 。陈耀华 摄 吃亏 自 有一 本 经

——记西安筑路机械厂党委书记范尧生

如今各人怀揣一本经 。有
的人只想门道去争权弄钱 ，有
的人却心甘情愿为众人去吃亏
受累 。范尧生属于这后一类人 。

年已五十有八的范尧生 ，
看上去黑瘦单薄 ，貌不惊人 ，
但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却是一
大能手 。近几年 ，他相继荣获
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省厅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桂冠 。这其
中奥妙何在 ？那便是做胜于说 。

且听群众中 流传的几件他
甘愿吃亏的事 。

之一 ：让房
从当办公

室主任到 当 厂
党委书记 ，范
尧生在西安筑
路机械厂呆了
整整16年 。这么多年他的住房
一直不宽展 ，全家老少五 口 人
蜗居在爱人单位的两间 旧平房
内。其离厂20多里地 ，其间10
多年 厂 里 没 有 接职 工 的 交 通
车，他便从西郊蹬着 自 行车去
东郊上班 。风风雨雨地很不方
便，厂里后来说去小车接他 ，
被他拒绝了 。说：“远郊上班
的同志那么多 ，接了我别 的职
工怎么办？”。不接也行 ，中
午离家远 回 不 去 总得有 地方
歇息吧！1982年厂里分房时候 ，
房委会同志让他和另外一个同
志住单身宿舍 ，可是还没住多

久，身边一个年轻人要结婚 ，正
为房子发愁 。他一想这位同志在
厂里干了好几年 ，工作不错 ，做
领导 的 应 该 首 先 为这样 的 同 志
着想 。于是 ，他和另一位同志一
商量 ，把房让 出 去了 。他们回办
公室以沙发 当 床了 。

1985年 ，厂里又一幢家属楼
落成 。分房方案 中 的一条明确规
定：解决厂 里部分高工和领导的
实际困难 。当 时 ，适值范尧生的
女儿在厂做临时工 ，父女两人中
午都无处可去 ，人们认为书记的
房这次是分定了 。三榜公布 ，都

有他的名字 ，群众又没意见 。房
委会的 同志把一间15平方米房子
的钥匙交给他 ，催他快搬 。但他
下去一了解 ，厂 里还有一部分年
轻夫妇在外租房去住 ，很不方便 。
他觉得这些同志比 自 己还苦 ，于
是，二话不说 ，在人们惊异的神
色中 ，他把钥匙还了 回去 。

之二 ：女儿的工作
范尧生有三个女儿 。他的三

位“千金”虽然有一位 当 书记的
爸爸 ，但每人都尝过苦苦等待就
业的滋味 。这期间她们就业的机
会不是说全然没有 。

有一次 ，一位老熟人找上门

来说可以为他女儿安排个工作 。
范尧生很高兴 ，好烟好茶敬上后 ，
这人开腔了：“老范 ，我将你女
儿的事办好以后 ，你给我也办点
事：将我的一个亲戚调入你厂”。
这分明是场交易 ！范尧生的脸一
下子拉长了 ，冷冷地说：“我是
有权能办这事的 ，但这权是党交
给的 ，我这样做了 ，今后如何教
育人？！”说 得 那 人 悻 悻 走
了。

以后还不断有人找上门 。有
的要将他女儿招工 ，有的要送他
女儿 当 兵 ，但这一切都有先决条

件：要用你手
中的权 ，给我
也办一点事 。
范尧生对此一
次一次地坚决

谢绝了 。
他何尝不爱 自 己的女儿 。但

他常常给女儿讲 ：人家给咱办事
看重的 只是爸爸这个 “权”，但
你们要靠 自 己 ，自 己给 自 己闯路 。
他的女儿都很懂事 ，也很争气 。
大女儿招工时考入了印染厂 ，并
坚持 自 学获得文凭 ，日 前 已调入
厂子校 ；另外两个女儿 ，一个高
中毕业呆了一年上了 自 费走读大
学，一个考入一
家公 司 ，终 于都
没借父亲的“光 ”
而谋取职业。（王
改明　刘 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