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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灾难  彰显本色  

记
忆的时针定格在2008年5

月 12日 14时 28分，距 离

“5.12”汶川大地震震中最

近的城市 ___四川省都江堰市遭遇了

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山崩

地裂、江河改道、城镇夷平、村庄毁

灭……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

受巨大损失，多年发展改革成果毁于

一瞬。但市财政局的干部职工并没有

被灾害所击倒，他们在局党组的带领

下，始终奋战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财政人

面对灾难坚强不屈的风采。

灾难中，一支英雄的铁军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江堰市

财政局一班人没有恐惧，没有退缩，

局党组在尘烟弥漫中紧急召开党组

会，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临时领导小

组。时任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的

谭小春一边安排人员立即前往市委、

市政府报告情况、领受任务，一边带

人迅速赶往紧邻财政局办公大楼的

新华书店倒塌现场救人。从5月12日

至5月18日，他连续工作5天5夜，

被人架出来休息时，他还不清楚自己

妻女的情况。时任副局长、现任局长

程建国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

赶到了房屋倒塌情况严重的“李家花

园”，冒着漫天飞扬的灰尘和强烈余

震，他及时组织群众在废墟中搜救，

渴了喝一口矿泉水，饿了吃一点冰面

包，24小时坚守在一线。副局长青静

是一名女同志，身体状况不好，犯有

严重肠胃病，但她仍然坚持带领妇女

和年龄偏大一点的同志为干部职工

    ——四川省都江堰市财政局全力保障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

联系临时办公点和避难场所。她曾因

劳累过度而晕倒，手臂严重摔伤，但

却始终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苏香

兰，市财政局一名普通的干部，地震

将她的家夷为平地，年迈的父母掩埋

其中生死未卜，她却无暇顾及，强忍

悲痛投入到灾后临时办公点的筹建

工作之中，灾害发生后一直没有离开

过工作岗位……

一个个感人故事的背后，是一

支英雄铁军面对灾难无声的宣战。在

抢险救灾现场，在为救援部队带路的

车辆上，在抚慰受灾群众的劝导组

中，在环境恶劣泥泞满地的临时办公

点……随处可见财政干部职工忙碌的

身影，他们用责任、毅力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为灾区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局党组在临时办公点安排部署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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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一个不屈的脊梁

5.12特大地震给都江堰市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沉重打击。灾害发生后，

当年财政总收入仅完成年初预算的

41.8%，较上年下降49%。与此同时，大

批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面临巨大困难，

救灾抢险、受灾群众安置等支出需求

巨大，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市财政局用实

际行动塑造了灾区财政人不屈的脊梁。

没有办公场地，他们用彩条布、

竹板一围就是最好的办公室，在停车

场旁的大树下摆几张简陋的桌椅就

是会议室。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他

们联系通讯部门安装了一部号码为

87130911的应急固定电话，一时间，

这部尾号“911”的电话成了市财政

局划拨救灾资金、安排工作、接受上

级任务、发布抢险救灾命令的“集结

号”。为保证将党和国家的各项救助

政策落实到位，他们千方百计调度资

金，确保了受灾群众临时生活、过渡

安置、遇难学生家属慰问、遇难人员

家属抚慰等救助资金的及时发放。

工作重心转入灾后重建后，大

批重建项目陆续上马，资金需求面临

前所未有的压力。市财政局紧紧围绕

灾后重建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组建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为农户住房重建和乡村旅游重

建提供贷款担保服务，解决了灾后农

房重建和农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

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充分整合国有资

源，深挖自身资源潜力，坚持“项目

配置资源、资源撬动资金、资金保证

信誉”的理念，综合运用土地资源、

经营性资产等拓宽融资渠道，有效缓

解了重建资金压力，确保了各项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和民生工程资金需要。

2008年8月1日，全市受灾群众及时

入住安置点板房；2009年9月1日，

全市学校重建全面完工交付使用，全

部学生在秋季开学之际顺利进入新校

址学习；2010年9月30日前，全市受

灾群众全部搬入永久性安置新居。

风雨后，一道美丽的彩虹

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以极端方

式破坏了都江堰市多年积累的发展成

果，也以极端方式检验了灾区财政干

部队伍。面对灾后重建的复杂形势和

艰巨任务，市财政局党组及全体干部

职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紧紧围绕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一工

作重心，扎实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开

源节流保增长。创新征管思路，强化

征管机制，多措并举抓收入，先后与

国税、地税、国土、土储中心等征收

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提出财政收

入征管举措，为全市财政收入的快速

恢复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

全市财政总收入37亿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240.1%，较2008年增长133.1%，

较2007年增长18.9%。2010年，全市

财政总收入55.6亿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119%，较2009年增长58%。二是培

植财源促发展。加大产业发展扶持力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配合相关部

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

实施办法，调动了社会资金投入产业

恢复和发展的积极性，及时兑现地震

灾区税费优惠政策。2009年，税收和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收费等减

免额达3.5亿元，建成了20万平方米

标准化厂房并完善了配套基础设施，

支持了10万亩现代生态农业集聚区、

崇义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农业项

目建设，促进了三次产业的快速恢复

发展和市域经济的不断壮大，为培植

后续税源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严格

监督重效率。及时制定出台了《都江

堰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政府投资项目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财

政管理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将监

管贯穿于重建资金的接收、分配、拨

付和使用的每一环节，坚持资金审核

从严、拨付从快，项目跟踪到现场，

实现项目资金全过程监管，确保了重

建资金的安全运行和高效使用。灾后

的古堰重新焕发了生机，迈入经济发

展的快车道。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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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国局长在灾后重建拆危现场考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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