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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是油然而生。随着各级财政实力的不断

增强，一个个惠民礼包不断送出。特别

是刚刚过去的2016年，在经济发展步入

新常态、结构性减税降费交织叠加的背

景下，接连走“低”的财政收入却领“跑”

了快进的民生，在经济“寒冬”中描绘了

一幅幅温暖人心的民生图景。

专注垂钓的我突然被一阵喧闹的锣

鼓声给吸引了，循着声音去看，才知道

是兴化民俗文化的重头戏——民间庙会

开始了。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庙会，

在水乡流传至今，成为兴化地区民俗文

化的一大特色。据说，在兴化30多个镇

的2000多个自然村中，有着形式内容不

同、大小规模不一的庙会组织近190家，

位居苏中、苏北各县市之首。兴化庙会

参与人数多、内容形式丰富、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形成了兴化特有的“庙会经

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群众性文体活动的蓬勃开展。

看着眼前红火的庙会，想着兴化庙

会能走到今天一定与各级财政对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支持有着很大关系。经

手机向兴化市财政局的一位同行求证，

“十二五”期间，兴化市、镇两级财政用

于庙会文化的保护与发掘、发展与传承

累计投入超过5亿元。

不知不觉中已是下午3时许，由于

收获颇丰，加之所见所闻都是开心之

事，心情较为兴奋，钓兴依旧高涨。这

时，一位50多岁的村民捧着茶杯神情悠

闲地来到我身边，和我攀谈起来。

原来，这位姓葛的大哥今天刚刚嫁

女，人逢喜事精神爽，热情地给我递来

香烟和喜糖。他告诉我，女儿大学毕业

后在南京工作，女婿是南京人，今天来

迎亲光小车就来了8辆。葛大哥激动地

说 ：“多亏了政府帮我们村里修了这条

宽阔的水泥路和桥，要不一下子来这么

多车停都没法子停，更不要说直接开到

我家门口了！”他还告诉我，这几年，

好多地方都修了水泥路、架了水泥桥，

交通太方便了。“想当年我娶亲的时候，

雇了条小木船，人工摇了一整天。现在

真是今非昔比啊！”

“大兄弟呀，听村里书记说，村里好

多路和桥除了上面直接拨款修的，还有

是村里老板捐一点、我们村民筹一点、

上面再给一点，共同出钱修的。修桥铺

路是造福子孙的好事，谁不愿意呢!”

我连忙告诉他 ：“葛大哥，这是财

政搞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财政收

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葛大哥连声说：“好好好！”还告诉

我，他家承包了60亩水面，去年搞螃蟹

养殖，纯收入达8万多元。儿子刚买了汽

车。“过几天，儿子开车送我和他妈去南

京看女儿女婿呢！”葛大哥一脸的欢喜。

蓦地，河面的鱼漂传出了信号。我

迅速扬竿，一条硕大的鲫鱼跃出水面。

葛大哥连呼 ：“大鱼大鱼！连年有余！”

不远处，村部喇叭里正播放着歌

曲《中国梦》——“中国梦，美好的

梦，梦一个生活火红，梦一个小康乐融

融……”

（作者单位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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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兴化野钓见闻
陈恒林

正月初六，雪后放睛，风和日丽，

气温回升。我与同事驱车数十公里，来

到邻近的水乡兴化野钓。

兴化地处里下河地区腹部，境内地

势低平，河网密布，水面积占总面积近

20%，淡水养殖是兴化农业经济的重要支

柱。这里河道平整，河水清洁，鱼虾盛

多，吸引着邻近盐城、扬州等地垂钓爱

好者不远百里前来野钓。

我们野钓的目的地是兴化市一个

名叫苏海的普通村庄。车从干道公路拐

进村子的水泥路。路边，一辆辆小汽车

整齐地停放着，仿佛进入了一个颇具规

模的集镇。耳边，一阵阵欢快的音乐从

村里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好容易将

车“挤”停在一座新建的水泥桥上。推

开车门下车，正好看到桥栏杆上镶嵌的

一块大理石标牌，上有“江苏省农桥项

目”“江苏省财政厅”等字样。作为财政

人，不觉对这个由省财政实施的农桥项

目多看了几眼。

拿着钓竿走向桥下河边。喇叭里

的音乐声戛然而止，随即传出这样的声

音 ：“广大村民同志们，新年好！我代

表‘村两委’向大家拜个晚年……”原来

是村干部通过村部党群中心的喇叭向村

民拜年。“我村2017年主要有10大重

点工程，一是敬老院建设，二是兴民路

修建，三是村小学扩建，四是……这里，

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凡是愿意参加

体检的村民，请带本人身份证到村卫生

室登记，办理手续，政府财政有补贴。”

听到这里，作为财政人的自豪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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