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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献给基层财政事业
—— 追忆湖北省应城市杨岭镇财政所原所长王四平

一起对6万多亩土地上各类种植物的面积组合进行摸

底，按相应的标准，把财政补贴发放给依靠这片土地

为生的6000多户农户。

而2014年3月12日下班前，王四平把财政所门

口文化长廊的最后一块内容——财政支出绩效工作

流程图布置完后，突然和同事们说，自己要去武汉办

事。第二天，和爱人陈想玲拎着行李，早早出发离开

了杨岭镇。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照旧进行。

直到3月23日，农民汪四贵发现王四平的二哥急

急忙忙地把24头快出栏的猪以每斤4块钱的价格贱

卖了，如果再过十天半月，怎么也能卖到6块钱。汪

四贵就给副所长陈义军拨了个电话担心是不是出了

什么事，陈义军被问得一头雾水，难道是王所长的老

毛病又犯了？赶紧向应城市财政局汇报。

电话打给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电话那头，陈想

玲再也忍不住哽咽地爆出一个秘密：

财政所所长是国家五级财政的最末端，虽然带个

“长”字，但几乎不能算作官，要算，也是比芝麻官还

要小的官。但对于王四平来说，他好像也没有想过自

己是个什么级，从20多岁考入财政所那天起，他就始

终在和乡亲们打交道，田间地头，风里雨里，他觉得

就是一个为众乡亲跑腿办事的。一年到头，他跑呀，

问呀，写呀，算呀，总有忙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而

且，他从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让自己放松过，丝毫也没

有，因为他很清楚，他忙的这些事都与钱有关，与家

乡父老的利益有关，这些可都是天大的事，差不得，

错不得。这样一年一年忙下来，直到有一天，他病倒

了……

一个隐瞒了6年的秘密

早春三月，草长莺飞，杨岭镇的油菜花开得满地

都是。

往年这个时候，王四平都要忙着和他的5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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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王四平已患上癌症，并做了胃切除手术，

因为总有忙不完的事，他对病情隐瞒了6年。也因为要保

密，他放弃了大病医疗保险，6年下来，已经负债累累。

应城市财政局局长夏继延听到这个秘密后，愣了几

分钟，回想起以往和王四平打交道的情形和他这些年的

工作状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王四

平前几年也住过院，可夏继延每次问起时，他都是以老

毛病为由“敷衍”过去。这一次，王四平还想瞒着，得知

夏继延已经知道真相，王四平才老实地说：“我尽快早

日康复，早点上班，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医疗费

的事自己能行，不用操心……”

王四平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爱人下岗在家，

还有一个14岁的女儿在上学，全家的月收入还不够他付

一天的医药费。

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后，财政系统的同事、他曾经服

务过的群众自发聚到一起，伸出援手。3月25日，夏继

延带领局班子成员到武汉看望王四平，还带去了多方筹

集到的10万元钱。几天以后，杨岭镇的农民和王四平的

同事纷纷来到医院。

一个不折不扣执行政策的人

在当地农民的印象里，王四平是个老实人，也是一

个特别认真的人，认真到了死板的程度。上面要对能繁

母猪补助，他就跳进猪圈一头一头数母猪，上面要对农

村挖塘补助，他要实地察看值不值得挖。这样的事很多。

杨岭镇有29个村，每个农户涉及的财政补贴有57

项，每一项补贴要落实到位，都有赖于财政所做大量琐

碎细致的工作。

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职能发生了由收

到支的转型。原来农民种地要交税，现在反过来能得到

补贴，这么好的事情，王四平想让他们第一时间、不折

不扣地享受到。但作为财政所长，王四平又意识到，发

放财政补贴必须做到公平公开，否则就会引起矛盾。“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他懂。

就拿种植面积核实来说，农户在自家的土地是种油

菜、玉米，还是棉花，各多少亩，每年的组合都是动态的，

王四平和他的同事必须把这些数字弄清楚，然后进行公

示，全体农户没有异议后再给予补贴。

王四平对口负责5个村，最大的村东西距离有四五

公里，其他几名同事负责的村，他也要抽查。为了尽可

能地把面积测量精准，前几年他给每人配备了一台GPS。

绕着农田一圈又一圈，这一路走下来就得两个月。

5月的杨岭镇，中午已经开始热起来。王四平蹬着自

行车到了团山村村委会，村主任让王四平歇一会儿再下

村，王四平催着赶紧走，他步子大、步速快，村主任和同

行的人小跑跟上。到了下徐组，王四平测量一户的小麦种

植面积时，发现登记表上的数字比实际多出20亩，就毫

不犹豫给改了过来。“王所长，这户人家穷，就多补点吧，

反正是国家拿钱。”村主任劝王四平。王四平坚持说不行，

他知道，这回如果心软了就会助长虚报的风气，就会有人

钻“粮食直补”的空子。

这件事就发生在2008年王四平刚动完胃切除手术不

久。那段时间，有几次晚上他回到所里，腰间导流管里浸

出的鲜血已模糊成一片。

王四平是财政所长，但大多时候到财政所都找不着

他。一有空，他就去和农民“拉家常”，在聊庄稼、聊收成

的同时，把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也解释明白了。因为他太

了解农民，拿着文件去跟他们念，没几个人会回应他，也

没几个人能听懂。也因此，他逼着自己吃透政策，像海绵

汲水一样去学习，让自己和政策衔接上。

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挖塘，就是王四平和农民

们聊出来的。

杨岭镇尤其怕旱，新修、改造塘堰蓄水是个绝佳的

办法。可挖一口塘，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以往农

民们想都不敢想。如果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一口

10万元的塘则可以得到5—8万元的奖补资金。杨岭镇采

纳了这一建议，每年有120万元左右的以奖代补资金被用

到改善抗旱设施上。

听说有钱补，村干部都来找王四平。召集村民理财小

组开会、征求意见、建项目库、测算效益、实地考察、施

工监督、工程验收，挖塘的每一个流程，王四平都要参加，

等一切符合规定才能放心地把资金发下去。

就这样，明光村10口塘、余郑村7口塘……杨岭镇

甩掉了“旱包子”的外号。

有人对王四平表示不解，财政发钱，这应该不是一件

难事吧，总比收钱容易。其实做过基层财政工作的人都知

道，和农民就钱打交道，要较太多常人不理解的“真”。对

王四平来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做一个称职的财税政策

执行人。

脑筋死点，心踏实点

在这个人情社会，尤其是在基层，做一个称职的财税

政策执行人，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也要抵制各种诱惑。

王四平每年经手的资金有几千万，想从他那儿“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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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钱用的人有很多。为了尽量回避这些，他从不请客吃

饭，也从不吃服务对象的饭。唯独有一次，他到村里发补

贴通知书，一户村民家里熬了粥，他喝了一碗。患上胃癌

后，他每顿只能吃少许，隔两小时就得吃一次，那天他出

来的太久，随身带的馒头已经吃完了。

即使这样，有些事情还是会找上门。

2012年腊月二十四，临近年关，到镇上采购年货的

农民一路有说有笑，财政所里显得格外冷清。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孙刚到王四平办公室串门，王四平一见“发小”

来了，赶紧烧水泡茶，孙刚进屋后直奔主题：“老王，茶

我就不喝了，这次来是代表单位找财政所借2万元工作经

费。”“这不符合规矩，老朋友，实在借不了。”孙刚本来挺

有把握，被王四平一口拒绝，有些接受不了。你来我往，

几句下来，孙刚和王四平拍起了桌子。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来找王四平的人都是为

了应急，这让讲规矩的王四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还有人用“回扣”来诱惑王四平。

几年前，一个与他私交很好的朋友，带着礼品火急火

燎地找到他，希望能从财政账上借5万块周转3个月，并

承诺给一定的好处费。王四平说：“你做生意缺钱可以找

银行贷款，我手里管的是国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朋

友骂他死脑筋，他自嘲地说：“脑筋死点，心踏实点。”

2013年，所里搞标准化财政所建设，为确保质量和

工期，所有建筑材料王四平都随施工方一起采购。有一

次，包工头趁他打点滴的时候，把原本应该5毫米厚的玻

璃门换成了3毫米厚的，被王四平识破后，包工头塞给他

一沓钱，希望能“手下留情”。王四平告诫包工头：“如果

你不按合同规定，那就马上停工。”

因为“死脑筋”，王四平的家人、亲戚、同事都跟着吃

亏。

改造塘堰，有大量的淤泥需要清理出去，占用地第

一年不能耕种，一口当家塘得占用4亩地，每一亩得损失

1000元左右。凡是要修的塘周围有亲戚家的地，他都让

“优先”占，说服工作他去做。

有一次，王四平骑着自行车到村里察看工程进展，发

现有一口塘修到一半，施工方因为差钱不干了，他当即让

村干部到财政所找会计借钱。会计很为难，因为能借的钱

只有所里几位员工待发的工资。王四平打来电话说，工资

可以先不发，但修塘不能停。

王四平先后在应城4个最偏远的乡镇财政工作，从

专管员到农税会计，从副所长到所长。28年来，他的荣誉

证书有一大摞，但他更看重的是农民心里的那杆“秤”，

他觉得农民需要他，怎么干都值。

帮人上了瘾，宁愿自己委屈

在杨岭镇，财政所给人的印象是万能的。

“王所长，我们这儿怎么突然停电了？”2012年夏

天的一个晚上，王四平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当年，湖北

省财政实行专管员制度，王四平作为5个村的专管员，

负责宣传解释各项强农惠农政策、通过“一卡通”及时

发放各类补贴资金等事项。5个村的每家每户，都有王

四平的名片。从此，王四平干的不再只是财政的事，谁

家缺水泵了，他想办法去借；谁家玉米囤积了，他去找

商贩来买……

每年秋收的时候，王四平和财政所的同事轮流打扫

楼前的一块坪地，供周围的农民晒粮食，遇上下雨天，

农民在地里回不来，他们就帮着收。

不是财政的事，农民还是找王四平，是因为王四平

在工作中总为他们着想。

应城盛产石膏，杨岭镇的青壮年在农闲时都会去敲

石膏赚钱，早出晚归。2011年，一位农民要补办惠民补

贴“一卡通”，来了两次都不是财政所上班时间，第三次，

他请了半天假才办成。王四平了解情况后规定：在遵守

正常工作作息时间的前提下，全所每人一床被子，轮流

晚上值班，这项制度沿用至今。这方便了很多农民，有

人趁大清早到镇上买菜就把业务办了。

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说，他帮人“上瘾”，宁愿自己

少吃少穿。

上世纪90年代，王四平是一名农税会计，六七年

间，他成天穿着制服，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全部捐给了

农民。

2012年夏天，王四平到明光村发放农民负担卡时，

发现了一个辍学在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叫徐泽枫，与年

近70岁的爷爷相依为命，家徒四壁。看着孩子困惑无助

的眼神，帮他上学的念头在王四平心中油然而生，但想

到妻子没有正式工作，自己因病而债台高筑，又犹豫了。

临出门时，孩子期盼的眼神使他下定了决心。几年来，

他戒了烟，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

近6000元资助孩子念书。

然而，不幸的是，王四平的病情并没有像人们期待

的那样好转，2015年7月12日，王四平同志在他的家乡去

世。他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土地，献给了基层财政事业。

（湖北省财政厅人事教育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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