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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部门体制改革中
,

如何把地质基

层单位办成具有
“

生机
”

和
“

活力
” 的

“

机

体
” ,

这是人们关注的间题
。

本文就怎样搞活探矿基层单位提出一点

见解
。

一
、

长期以来探矿施工手段囿于狭小天

地
,

思想不够解放
,

视野不够开阔
,

服务领

域不宽
,

因而束缚了它的发展
。

体制改革中
,

虽有了一些改善
,

承揽了一部分外部工程项

目
,

搞了一些增收
,

但总的看仍然是计划靠

上级安排
,

设备靠上级调拨
,

投资靠上级分

配
,

这样探矿基层单位就缺乏自我改造和 自

我发展的能力
,

缺乏搞活的条件
。

例如一九

八四年吉林局五个探矿公司自有资金中的生

产发展基金总和为 4
.

5万元
,

平均每个单位还

不足 1万元
,

最高的也只有 2
.

9万元 ; 更改资

金总共是 1 2
.

9万元
,

平均是 2
.

6万元
,

最多的

也只有 5
.

3万元
。

一个单位资金不足
“

活
”
又

从何谈起呢 ?

要想取得 自我发展的
“

活
”
力

,

就要眼

睛向外
,

广辟财源
,

不断探索
,

不断开拓
,

把探矿触角伸到能应用它的一切领域
,

只有

扩大服务领域
,

国家才能多收
,

单位才能多

留
,

个人才能多得
,

单位才能
“

活
” ,

职工生

活
、

居住条件才能改善
。

二
、

逐步实行
“

独立经营
,

自负盈亏
”

的管理方式
。

体改后 (地质与探矿彻底分开

的单位 ) 探矿基层单位能否做到
“

独立经营
,

自负盈亏
” ,

能否真正办成施工企业
,

曾是人

们思考的主题
。

通过近五年的实践证明
,

逐

步过渡到 自负盈亏
,

条件已趋成熟
。

事实上
,

吉林局 自一九八 O 年开始
,

各探矿工程公司

就靠工程价款收入做为本单位的主要资金来

源
,

而工程价款的结算是通过与地质调查单

位签订的施工合同
,

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工期

的情况下
,

按实际完成的工作量
,

经银行结

算而得
,

完成的工作量越多
,

收入就多
,

完

成的工作量少
,

收入就少
,

完成任务差的单

位
,

工资
、

奖金也是 自己想办法
。

体改后的

五年
,

各探矿公司就是这样维持生存和发展

的
。

从一组调查数字看
,

也说明 自负盈亏是

完全可能的
: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四年

间五个探矿公司总收人 (包括计划内和吸收

社会资金 ) 逐年增加
,

平均增长率为 20 % ;

单位年平均净收人为 2 0
.

16 万元
,

最 高 年份

为 3 6
.

0 5万元
;

几年来
,

五个探矿工程公司运用探矿技

术手段不但为地质找矿服务
,

取得了较好成

绩
,

同时
,

还开辟了其他服务项目
,

从单一

的打水井发展到水源地勘察
,

坝基
、

桥基勘

察
,

地下水 疏千
、

河床 改道
、

工程 地质 勘

察
、

环境地质及地方病科研
,

工业与民用建

筑基础勘察及桩基工程
,

小型矿床勘探等
,

还有的办厂
、

开矿
,

生产定型产品
,

开展对外

机械加工和修理业务
。

对外服务项 目的收入

逐年增加
,

一九八 O 年至一九 八 四 年 五年

间
,

五个单位吸收社会资金毛收入年平均增

长率为 45 %
,

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地矿局长会

议后
,

号召广开门路
,

吸收社会资金办好地质

事业
,

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分配制

度
,

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

服务项 目广

阔
,

地质市场活跃
。

二
、

四
、

五
、

六探矿公

司 (三公司改为水文地质 探 矿 公
’

司故没列

人 ) 单位年平均净收人为 3 6
.

4万元
。

上述事实说明
,

探矿单位走自负盈亏的

道路是可行的
,

搞活地质市场的前景是广阔

的
。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探矿单位即使独立经



营
,

自负盈亏后
,

也必须继续坚持为地质找矿

服务的方针
。

一业为主
,

多种经营
,

这一业就

是地质找矿
。

既然探矿技术是以施工手段服

务于各领域
,

那么地质找矿
、

地质科学研究以

及某些基础地质工作需要时
,

不能因为条件

差就不愿意承担
,

而应想方设法积极安排
。

在放开搞活中
,

如何处理好税收问题
,

通待研究解决
。

现在是把计划内项 目和对外

增收项 目捆在一起核算
,

若照章纳税
,

那么

在计划内项 目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地质事业费

变成了税金
,

这样就削弱了地质工作
。

最好

是把税变为
“

所得费
”
上缴局

,

由局再返回

用于地质工作
。

至于对外增收 部 分 可 以纳

税
,

但工程价款要加上利和税部分
。

三
、

研究新技术
,

不断探索新的服务领

域
。

探矿基层单位搞活的另一条件就是能否

在研究新技术
,

探索新的服务领域上
,

取得

成就
。

如同工厂要搞活
,

就得不断地用新的

适销对路的产品投放市场
。

探矿单位也是如

此
,

要想求得发展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

住脚
,

就得开拓新的服务领域
,

单纯地打水

井或是其他单一的手段
,

都是搞不活的
. ,

一

个公司或一个探矿队
,

要有自己的
“

拳头项

目
” “

拿手项 目
”

做到稳定收人
,

同时还必须

搞好市场预测
,

及时转轨定向
,

不断端
.

正经

营方向
,

过去工厂企业走过的
“

产品十年一

贯制
”
应引以为戒

。

四
、

要提高队伍素质
。

探矿队伍建设的

方向应该是一专多能
,

一个 机 台 的 骨千力

量
,

应该是能打大口径水井钻
,

又能打小口

径金刚石钻 ; 能打二三十米的工程钻
,

又能

打千米甚至更深的石油钻
、

地热钻 , 既能在

陆地打钻
,

又能到滨海 打钻 , 能 在 国 内打

钻
,

也能出国打钻
,

非得有一批这样的
“

精
”

兵
,

才能适应
“
开放

”
的要求

,

才能适应广

泛的地质市场需求
。

目前
,

我们队伍现状还不能适应这种要

求
,

要通过在职培训和实际锻炼
,

在较短时

期内缩小差距
,

迎头赶上
。

五
、

要广泛地开展联合
。

联合是现代化

大生产的要求
。

科学技术越进步
,

越要克服
“
万事不求人

”
的小而全和独家经营思想

。

探矿基层单位除要扩大服务领域
,

有稳定的

服务项目外
,

还要搞好各方面的联合
。

凡是

能应用探矿手段的各领域的设计单位
,

有条

件的都要同它们组成松散的联合体
。

我们作

为施工单位与它们联合
,

设计与施工结为一

体
,

便于长远安排
。

地质调查单位在地质找矿和地质科研方

面也是设计单位
,

彻底分开的探矿公司或探

矿工程队也应与之联合
,

组成地质一探矿联

合体
,

承担地质找矿中的探矿任务
。

当然这

种联合都是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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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理论预测
,

其中有不少已得到证实
,

最突出的是华北平原古潜山油田
。

在为甘肃

玉门油田的扩大找油中
,

也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

此外
,

他还是我国现代岩心钻探工作的

前驱
。

谢家英关心地质教育事业
,

早年在几个

大学任教时
,

培养出许多有成就的地质工作

者
,
解放初期

,

创办了南京地质矿产专门学

校
,

在两年内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地质技术

骨千
。

谢家荣治学严谨
,

对待地质事业高度负

责
。

他刻苦学习
,

数十年如 一 日
,

从 不 间

断
,

为后人所敬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