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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心铭刻  百年犹得济苍生
汪景福

一位普通的县委书记，何以让人

们念念不忘，至今仍口口相传、追思怀

想？带着仰慕先贤、求解当下的心情，

厦门专员办的党员干部沿着谷文昌在东

山大地留下的踪迹，去求索答案……

三

置身如今绿树成荫、蓝天碧海的“国

家级生态县”，遥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

沙肆虐、一片荒芜的情状，追思这位令

人敬仰的县委书记，我们陷入历史与现

实的遐想——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

什么”，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畏艰

苦，实事求是，带领东山县人民苦干14

年，终于把一个荒岛变成了宝岛；“事业

要成功，领导是关键，指挥不在第一线，

等于空头指挥”，他坚持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经常开展访贫问苦活动并参加生

产劳动，每到一地必先深入一线，了解

具体的情况，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东山

的木黄麻要更新换代；“当领导的要先

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不搞

特殊，不以权谋私，用实际行动赢得了

老百姓的信任和敬仰。

四

心中有党，坚定信念。党领导人民

破旧立新奔赴改革开放大潮，逐步实现

中华民族百年伟大复兴，复杂的国情与

国际环境决定了绝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一

路坦途。财政专员办的干部就应该像吴

波与谷文昌同志那样，任何时候，任何

境遇，都相信党、相信组织，笃行宗旨，

始终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要加强党性

和道德教育，全面理解、准确把握、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自觉用讲话精神深化认识、改造思

想，切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动力，始终在思想上、行动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心中有民，勤于实干。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是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的政治理

念。国家每一项财政政策都与国计民生

息息相关。财政专员办的干部要增强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

强与群众、基层干部的联系沟通，深刻

认识到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

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人

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

真正得到了改善，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

作成效的标准。

心中有责，勇于担当。身为党员干

部，绝不能甘当碌碌无为的“太平官”，

而是要像吴波与谷文昌同志那样勇于作

为，为百姓的利益敢冲敢闯。在当前形

势下，财政专员办的干部要适应经济新

常态，主动作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战略判断上来，准确把握经济新

常态的内涵特征，科学分析新常态对财

政改革发展的影响，正确把握新常态下

做好财政工作的要求，更新观念，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发挥好财政在国家治

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心中有戒，严于律己。吴波与谷文

昌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共

产党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无私奉献

的优良传统。财政专员办的干部要深入

学习和大力弘扬吴波与谷文昌同志严于

律己的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

一

人过留美名，雁过留悦声。在财政

部，有这样一位老人，尽管已经离任30

多年，去世10年，今天提起他，从部长

到普通干部，都深深地感念敬佩。他便

是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吴波。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

无论其位列成功人士，还是普通一员，

怎样的人生才最有意义？吴波同志的事

迹让人印象深刻的更多的是一些看似平

凡的小事和家事，可就是在这些平凡小

事里，折射出吴波同志廉洁自律、克己

奉公、一心为民的精神，他对党和人民

事业的无限忠诚，给人以强烈震撼。“公

者千古，私者一时”，这句话或许是对一

个人生命价值的最好诠释。

人们常说，只要一个干部在位时为

人民群众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他离

开后，人民依然会怀念他。吴波同志的

事迹让我们想起了八闽大地上也有一座

矗立在百姓心中的“绿色丰碑”，他就是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

二

在《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总书

记称赞谷文昌：“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

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

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

‘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

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

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

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2015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

记座谈，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

时，他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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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赋税制度与活力的缺失
——辽金元时期的赋税

蔡昌

游牧部落组织，以畜牧、渔业为主，没有

完善的赋税制度。游牧业不同于农业，主

要贡品为牲畜，即部落牧民按牲畜多少

和占有牧地多少，向部落首领贡献牲畜，

部落首领向皇帝贡献牲畜。辽在对外扩

张战争中，占领的农耕区土地，为了更好

地维护统治，仍沿袭唐、宋的两税法。最

典型的事件是辽太宗会同年间，后晋石

敬瑭向辽献幽云十六州以后，辽开始仿

效中原税典，建立起赋税制度。辽的田

赋分为三种：一是公田，即契丹贫民靠

自己耕种或畜牧的土地。在公田上劳动，

除须随时应召作战外，不必负担任何赋

税；二是在官闲田，汉人地区的无主荒

地和公地便是在官闲田，募汉人耕种，免

十年租赋，其后按正税向官府缴纳租赋；

三是私田，沿用汉人租税收取。辽的商税

管理，不及宋的严厉。对于盐铁，曾一度

实行专卖，后又放开，盐的产销十分活

跃，直逼北宋盐政。辽的酒、木、茶等税，

在各地交易时征低额赋税。

金袭宋制，沿用两税制，但不同的

有两点，一是金的两税制征收的是粮

食，不折钱，也不折绢；二是农户向官

仓输粮，可以道路远近折减其税。金的

田赋分为三种：一是官地，租与汉人耕

种，收取田租；二是私田，计亩定税，

分春秋两期征收；三是牛头税，是向女

真人课征的税。名义上是税牛，实质是

税地，因为地的多少是按牛的多少来分

配的。金在两税制之外另征户调，户调

按桑田面积征收。金对女真人，后对汉

人及其他族人都征物力钱，即资产税，

按照土地、房屋、车马、牛羊、奴隶、树

木等所有资产的多寡征收。按资产的多

寡定等级，按定级定税率，资产越多，

税率越多，类似于当今的累进税制。朝

廷为了鼓励耕织，土地可以随意买卖，

垦荒地、河滩地享有赋税优惠。盐、茶、

酒课税仿照北宋制度。盐的榷卖制度，

是金的主要财政来源。百姓开窑烧制

瓷，由官府抽分，税率为百分之五。总

之，金的赋税比宋轻，但战争期间较重。

元朝平定江南、吐蕃、云南，结束了

自五代以来的纷争割据局面，疆域不断

扩大，甚至扩展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当时在中国北方和西部与宋朝并

存的政权有辽、金、西夏。辽（公元916

年—1125年）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体

建立的王朝。金（公元1115年—公元

1234年）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

北方政权。后来金灭辽，金被蒙古所灭。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部领袖铁木

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蒙古汗国，

自称成吉思汗，后称元太祖。经蒙哥、

忽必烈的拓疆，势力抵黄河流域，先后

灭辽、西夏、金、大理。1260年铁木真

之孙忽必烈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

统，1271年改国号为元（取《易经》“大

哉乾元”之意）。公元1279年攻陷南宋

都城临安，灭南宋，统一中国。

塞北游牧部落蒙古人自古骁勇善

战，入驻中原并不奇怪。虽然蒙古族军

事能力强，但最终也未能征服文明先

进的汉民族，最终被汉文化所融合与

同化。公元1368年，明军占领大都，元

统治者北遁，元朝遂灭亡，元朝自公元

1271年至1368年，历时97年。

辽契丹八部的游牧地，一直保留着

花钱，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严防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结合推进预算

管理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高政策信

息的透明度，使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

行。严格执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对于违反条例的行为严惩不贷。

五

不同的事迹，相同的感动。在吴波

与谷文昌同志身上，同样展示了一名

“四有”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

大胸怀和高尚情操，给后人留下了极具

鲜明时代感和强大生命力的精神标杆，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担当是最大的

责任。财政专员办干部要始终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时刻以“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的状态投入到实干当中，常行

常至，善做善成；始终践行好“三严三

实”和“四有”要求，才能不辜负党的培

养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才能无愧于这个

伟大时代。

（作者单位 ：财政部驻厦门市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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