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只保留“工资专户”、“支出专户”、“专项资金专户”三个支

出账户。同时，统一了乡镇资金收付方式。乡镇预算内外、其

他收入全额上缴县乡财局统一开设的结算户。支出由乡财局

统一下拨，乡财局按不同类别将资金从预算内外结算专户直

拨到乡镇的“工资专户”、“支出专户”、“专项资金专户”。本着

方便、简捷的原则，为各乡镇建立了备用金制度。此外，统一

票据管理。乡镇使 用的收费票据统一到乡财局领用、缴销，

实行“限量使用、定期缴销、票单同行”管理办法。

为改 变财政管理中的手工 拨款、手工 记账等传统工作

方式和方法，上高县实施了“ 乡财县代管”和财政惠农补贴

“一卡通”支付县乡联网，将县、乡财政核心业务管理职能

与信息化管理 系统 紧密结合起 来，在建立健全“乡财县管”

和“一卡通”支付相关制度、办法、操作流程的基础上，构

建了一个集指标管理、拨款管理、资金管理、总会计账务核

算、乡镇单位会计集中核算、汇总统计、领导查询为一体的

自动化 财政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该 系统连接 全县 14 个乡镇

场财政所，覆盖全县 24万农户，对乡镇所有收 入、支出实行

多层次的集中监控管理，实现了乡镇人员工资统 发到个人账

户，涉农专项资金直达到用款单位和劳务供应者，财政收 入

直达国库，公 用经费直达用款单位，各项财政惠农补贴资

金直达农户“一卡通”存折。网络信息化也为资金的管理和

监督提供了技术保障，乡镇每项收 入的来源、性 质、构成，

每笔支出的用途、流向都一目了然，实现了资金拨付、核算、

监督的一体化。

乡镇财政管理主要业务信息系统的建成，规范了乡镇收

支行为，通过以 票管收，所有收入、资金全部由县乡财局统

管，防止了乡镇乱收费、乱摊 派、乱举债，堵住了资金管理

漏洞 ；支出通过网上申请、审核、拨付，保证了资金及时到

位，有效抑制了乡镇乱开支行为。同时，加强了财政监督。涉

农资金特别是各项惠农补贴资金的集中整合，“一个漏斗向

下”管理，“一卡通”发放，构筑了资金运行的“绿 色通道”，

减少了中间环 节和行政干预，防止了资金 的截留、挤占、挪

用、抵扣。此外，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和工作效率。运用电

算化 软件系统规范了会计核算业务，保证了会计核算资料

的真实、完整、及时和统一，乡镇财务开支实行集中核算，

将乡村经济活 动置于财政部门的监督之下，对收 支中存在的

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规范了乡村收支活动，提高了工

作效率。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高县乡镇财政管理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读书 ·艺苑

“税”月如歌

舒 瑾

悠悠“税”月，漫漫人生。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从

一个对税收一无 所知的女 孩成长为一名奋斗在税收一线

的女税官。一路走来，逝去的岁月宛如 一首旋律动人的交

响乐，时而欢快激昂，时而低 沉 哀怨，伴随着我度过了人

生中最美好的金 色年华，也融入了我无限的青春激情和辛

勤汗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回 忆。

五 月的一个周末，一家人驱车回 乡下老家。途中，爱人

开着车子沿着新铺的柏油路 七转八转，来到了一个盖了许

多新房的小山村。一下车，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扑面而

来。许久，才恍然大悟，是坑下村——我心里一个永恒的情

结。霎时间，记 忆的潮水在心 里 汹 涌澎湃，往事历历 浮现

在眼前。

那是十七年前，我刚刚分配到梅源税务所工作。当时，

回 城的路 晴时尘土飞扬、雨时泥泞不 堪，乡村生活 简单乏

味，年轻的我有些不适应，在工作和生活中闹了不少笑话，

同事们戏称我为“娇小姐”。

寒冬十二月，又 到了农业税的扫尾阶段。所里兵分几

路，我被安排跟随老叶到云丰乡去配合 当地助征 员拔“钉

子户”。这“钉子户”在乡里颇有些名气，他原本是一名和老

叶同年退伍的军人，因为种种原因未安排工作，便每年以

拒交农业税 来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几 年下来，他成了令历

届乡政府、税务所头疼至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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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下乡，虽然早有心 理准备，但山路的坎坷还是远

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磕磕绊绊行走了三 个半小时到达

坑下村时，我累得都快哭了。小山村不大，民房低矮零落。

“钉子户”家有些破旧，主人正 在院子里劈柴。无 论我们

如 何轮番上阵劝说，他始 终保持见怪不怪的表情，一言不

发，自顾干活。眼看又要无功而返，大家都有些着急。

“爸爸，我回 来了。”伴随着清脆的声音，一个小女孩捧

着山花蹦蹦跳 跳地走了进来。小女孩大约五 六岁的模样，

白净的皮肤，灵动的双眼，长得十分俊秀。看到女儿回 来，

他 冷漠的脸庞顿时如 冰山消融，笑盈盈地说 ：“囡宝，回

来了？”我也笑着打了个招呼，不料，小女孩一看到身着税

服的我，顿时没了笑意，如 受惊吓的小兔子般马上躲回 了

房里。

看到他脸上转瞬即逝的慈爱，我想起乡干部说他 妻子

远走他乡，只 剩父女俩相依 为命的事，恻隐之情油然而生。

说 服他，打开这个心结，也许他的人生就会走进另一片天

地。突然间，我心里有了这个念头。于是趁他 到灶间时，

我跟了过去，真诚地劝说 道 ：“我是今年刚分配来的，你

的事我都听说了，但你不能就这么沉 沦一辈子啊，你还要

培养女 儿走出这个山村。你看，你女儿 那么聪明漂亮，将

来长大肯定很有出息，可你年年都让她看到税务干部这

样几次三番地来你家，这会伤 害到她的… …”他拿柴的手

明显颤了一下，似乎触动了心事，动作也迟缓了许多。我见

他心里似 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忙继续劝道 ：“你女儿肯定

会改写你的人生，相信我，好好考虑一下吧。”说 完，我便

离开了。

吃饭时，大家三言两语出主意，最后达成共识，再劝

说一遍，如 果无 效就收 缴 财物。可当我们还未走到他 家

时，就远远看见他 正等在路 边，瞅见我们，便 急忙走过来，

把老叶拉到一边，递过钱，粗声粗气地说：“你点一下，这

是税 款。”说完扭头就走了。这意外的举动让 大伙 儿都纳

了闷，唯有我明白其中的玄 机，一缕暖意在心里 荡漾。我

向大家诉说了经过，不 禁感慨 道 ：“是对女儿的挚爱改 变

了他的执拗，打开了心结。”

下乡归来，我对自己所从事的税收事业 有了更感性的

认 识，感受到了这其中的艰辛与曲折，也更激发了工 作的

激情和热忱。此后五年，我跟随同事走遍了所里管辖的乡

镇、山村，历练得沉稳、恬静。而每年的农业税扫尾名单

里不再有他，我也再未去过坑下村，但时常会想起，不知

他和女儿的生活过得可好… …

往事在记忆中摇曳，变成模糊的影子，渐行 渐远。女

儿 见我神情有异，好 奇地问 ：“妈 妈，你来过吗？”我感

慨 地说 ：“是啊，早在十七年前，妈妈就来过了，来回 走了

七个小时，脚上都磨起了大血 泡，回 去还哭了很 久。”“哦，

妈妈 好可怜！”女儿很 同情，又问道 ：“那为什么不早点修

路呢？”我笑着说 ：“修路 要钱的，那时没有。现在，经济

发达了，税收增长了，政府才有钱铺路啊。”

说话间，女儿 奔到一个小店，要买水喝。店主大叔打

量了我半天后有些犹豫地问道 ：“还认识我吗？”我有些

惊异，仔 细地辨认一番，大 笑道：“哈哈，是你，钉子户！”

提及往事，大叔有些不好 意思起 来 ：“一直想当面向你说

声谢谢，当年意气用事，还好你提 醒 了我，后来想开了，

在乡里的扶持下靠种香菇 赚了一点钱，现在日子过得挺

好。”我想起那清秀的女孩，便问及。“哦，女儿刚考上公

务员，在乡里工 作，以 后就帮女儿 看家啰。”一说 起女儿，

大叔的脸上便 流露出阳光般的灿烂 笑容，顿时神采飞扬，

猛 然间，似乎又 想起什么似的疑 惑地说 ：“早想问问，怎

么现在我们都不用交税了？”“哦，政 府为了加 快农村建

设，免收屠宰税、农业税，现在为了扶持第三产业发展，

还提 高了起征 点，像你们这样的小店都不用交税啦。”大

叔连连点头，赞同地说 ：“是啊，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

策真的是越 来越有益于我们老百姓了！”忆及往事，我动

情地说 ：“以 前，收税可真难，你们动不动就说 收税 是给

我们发奖金的。你看，现在路都修到家门口 了，若没有分

分厘 厘的税 收收 入，国家哪 来资金搞建设啊？”大叔理

解地说：“以 前，只知‘皇粮国税’，不知道咋回 事，现在

你们税法宣传多了，才明白你们常说 的‘ 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道理啊！”闻言，我欣慰地拉过大叔的手，连说

谢谢。

告别大叔后，我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想起 当年为了

几 元几 角的农业税税款，我们跋山涉水走遍山区，如 今政

府为富民 而取 消了该 项税收 ；想起 当年困苦的环 境里我

们苦中作乐辛勤工作，如 今在环境优 越的办公室里用网络

管理全县的税收 ；想起 当年征 收期间临近下班纳税人才

蜂拥而来，如今纳税人足 不出户便可完成申报……不禁深

深感触光阴的变迁。是啊，在如歌的“税”月里，我们用辛

勤的耕耘换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用真情和热爱走过税收

人生的四 季风景，谱写了一曲伴随一生的动人歌谣。

（作者单位 ：浙江省云和县财政、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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