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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杂志 ：
好老师、好朋友、好帮手

欣
闻中国财政杂志社三十周年社庆 , 欣喜之情溢于

言表。作为《中国财政》杂志的老读者 , 在此我谨

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

屈指一算 , 我与《中国财政》杂志结缘也已超过三十年。

三十年来 , 从求学到工作 ,《中国财政》杂志一直伴随着我 ,

就像一位好老师、好朋友、好帮手。

《中国财政》杂志是学习财政知识的良师益友。1980 年

初 ,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学习 , 正是求知欲最强的年

龄。尽管一直努力寻找财政类书报 , 但那时候除了教科书外

能够读到的财政类报刊杂志实在少之又少。一个偶然的机

会 , 无意中得知《中国财政》杂志（当时叫《财政》杂志）复

刊了 , 我感到非常兴奋 , 并急切地想得到之。我清楚地记得 ,

为了订阅《财政》杂志还想了不少办法 , 最后采取的是把钱

夹在信封里寄到杂志社的方式。每收到一期《财政》杂志 ,

都是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全部文章并做好读书笔记 , 对每一

期杂志都非常珍惜。时至今日 , 我还保留着当时的杂志。应

该说 ,《财政》杂志是我大学期间一位特别的老师 , 从杂志

上 , 既学习了许多新的财政理论与知识 , 又了解了一些财政

工作实践 , 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记得在学习“税收”课的

时候 , 为了深入思考当时我国工商税制的改革问题 , 我认真

学习了《财政》杂志发表的有关文章而且颇受启发 , 并撰写

了一篇关于增值税改革设想的文章 , 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总

之,通过阅读《财政》杂志,了解了很多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

为后来到财政部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财政》杂志是引领财政工作的业务指南。到财政

部工作以后 , 我更爱看《中国财政》杂志 , 因为她紧密联系

实际 , 对工作指导性很强。为方便阅读和学习 , 我把处里订

阅的《中国财政》杂志用绳子串起来 , 摆在办公桌边 , 随时翻

阅 , 随时学习。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精力充沛 , 除自己负责的

工作外 , 对其他财政工作也很感兴趣 , 阅读《中国财政》杂志

成为我了解其他财政工作情况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 , 我也

学着将自己的思考、观点、体会等撰写成文章 , 发表在《中

国财政》杂志上。多年来 , 已经在《中国财政》杂志上发表了

赵鸣骥

几十篇文章。可以说 ,《中国财政》杂志满足了财政青年干

部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望 , 拓宽了视野和知识面 , 对提高工作

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是一位学习和求知的好朋友、好伙

伴。现在 , 我经常对司里的年轻同志讲 , 要多读书、多思考、

多动笔 , 鼓励他们多交像《中国财政》杂志这样的“好朋友”,

尽快成长为业务骨干。

《中国财政》杂志是宣传财政工作的前沿阵地。作为财

政宣传的主渠道 ,《中国财政》杂志一直紧扣财政改革发展

的全局性问题 ,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重大方针政

策。很多财政改革和创新的举措 , 都是通过《中国财政》杂

志宣传后 , 扩大了影响、营造了氛围 , 取得了进展。比如 , 近

年来 , 财政部党组高度重视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 一直将此项

工作作为财政支农的一项重要任务。考虑到这项工作涉及

面广、协调难度大 , 为了有效推进工作 , 统一思想和步骤 , 我

们连续通过《中国财政》杂志刊发了五六篇支农资金整合

的文章 , 刊载了有关制度办法 , 进行广泛地宣传 , 取得了良

好效果。目前 , 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逐步得到了各方面的认

可和认同 , 这与《中国财政》杂志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又

如 ,2009 年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以来 ,《中国财政》

杂志先后刊载了十几篇各地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报

道、报告、论文等 , 对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现场会

进行跟踪报道 , 还策划了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专题报

道 , 大力宣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政策和成效 , 对稳

步推进这项重点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 , 每当有重大

政策出台需要加大宣传时 ,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财政》

杂志 , 每当有好的材料需要对外发布时 , 我们往往会在第一

时间与《中国财政》杂志的编辑取得联系。可以说 ,《中国财

政》杂志为财政支农工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 , 是我

们工作上的好帮手、好搭档。

马上就要迎来《中国财政》杂志创刊 55 周年和中国财

政杂志社 30 周年社庆的喜庆日子 , 再次衷心祝愿《中国财

政》杂志越办越好 , 走向新的辉煌 !  

（作者为财政部农业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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