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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永恒
张惠中

配给办公室“写”的任务实在太多，会

议讲话、情况汇报、改革进展、信息调

研等等，材料一个接一个，常常令我应

接不暇。所幸的是，我从订阅的《中国

财政》杂志中获益匪浅。我始终本着质

量第一的原则，坚持把每一次文稿起草

当作一次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的机

会，准确领会意图，实事求是选材，精

心巧妙谋篇，严谨细致校核。我给所写

材料定下的目标是：讲明白，深入浅出，

言简意赅，有表现力；讲深刻，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有说服力；讲个性，摒

弃八股，不落俗套，有感染力。这些年，

我报送的宣传稿件数量和质量逐步跃居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行列，在2011年财政

部举办的文学作品主题征文活动中，我

撰写的散文《车厢春意》喜获一等奖。

责任心励我敬业

县财政局办公室人少事多，“两眼

一睁，忙到熄灯”是常事。正如俗话说

“洗碗的媳妇易打破碗”，几年前的那一

次差错至今我还心有余悸——因夏秋

连旱，农业大面积受灾，农业保险勘灾

理赔后，理赔清单送到了我这儿，要拟

定一份请示送政府领导批示后打卡发放

赔款。农民等这笔钱抗灾补损呀！我以

最快的速度拟写好了请示，把理赔清单

上的汇总数额单位“元”习惯性地写成

了“万元”。幸好我的同事发现了这一差

错，才避免因我的疏忽酿成大事故。

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警醒我始终

保持敬业爱岗的责任心，谨慎从事办公

室工作。我牢固树立了办公室工作无小

事的观念，自觉地把每一次电话受理，

每一件群众信访办理，每一份文件审

核，每一篇文稿起草融于大局之中，围

绕“前、准、实、快”四字下功夫。即把

问题想在前，多方考虑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防患于未然；准确地向领导反映情

况，给领导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第一

手资料；保持务实的工作作风，在被动

中求主动；做到马上就办，雷厉风行，

任务来了不推诿拖沓。

财政工作中有“财”有“政”，数字

里面有政治，文字里面有政策。一字入

公文，九牛拉不出，特别是财政公文，

涉及面广，数量较多，政策性强。为强

化公文管理，我在确保行文简洁流畅、

格式规范的基础上，还着重对照新预算

法等法律法规认真把关，确保合法、合

规、优质。有一次，局监督检查股对某

单位违反《湖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

的事件起草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我

在审核过程中翻阅相关资料发现，该条

例自《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正式

实施之日（2004年9月1日）即予废止，

从而避免了一项错误执法事件发生。

时间如白驹过隙，自2001年调入桃

源县财政局，至今我已在局办公室文秘

岗位上工作15年整。案牍之劳形，换来

的是深深的鱼尾纹和斑白的两鬓。也许

是日久生情，我心深处已烙上了“办公

室”的铭印。

进取心伴我成长

通过公开招考进入公务员队伍后，

我来到了县财政局办公室。记得我写的

第一份材料是《观音寺镇财源建设调查

报告》。在深入镇、村及企业调查走访

后，构思、润色、誊写，一气呵成。正当

我自鸣得意时，领导将改得面目全非的

稿子退给了我，同时递给我一摞《中国

财政》杂志和他收集整理的一本剪辑资

料，语重心长地说：“你刚来，对财政

业务工作还不熟悉，希望你尽快进入角

色。”这当头一棒，让我明白财政局办公

室岗位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字功底，更需

要广泛涉猎财经政策理论和财税业务知

识。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心头仍

有一些懊恼和烦闷，随手翻开一本《中

国财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看着看

着，忽然有种如获至宝之感，尽管有不

少内容还不太理解，但是对于“半路出

家”的我而言，《中国财政》杂志就成了

“启蒙读物”。

县财政局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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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协

助领导谋划生财、聚财、理财思路，深

入调研和剖析难点热点问题，有针对性

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为领导科学民

主决策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力求服务

到点子上，服务到关键处。如在债务调

研报告中，我抓住一个“多”字来强调债

务的严重程度，即债务总量多、负债单

位多、逾期债务多、举债形式多、债权

主体多，提出了发展县域经济、加强财

政监管、遏制债务增量、改革财政体制、

提高债务风险意识等五条建议。这些建

议促成了县债务管理办法的出台，县政

府将债务管理纳入财政目标考核，并对

新增债务等实行“一票否决”，建立了一

套债务控管的新机制。

平常心给我快乐

古人讲：“人情每处一境，始以为甚

乐；久而生厌，又以为甚苦。非平其心，

而复济之以养，未有不思迁者。”当初刚

调入财政局时，许多朋友都说我从“糠

箩”跳进了“米箩”，对此，我也着实窃喜

了好一阵。但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

财政干部并非“财神爷”，财政局也并非

人们想象中的“油水”部门，相反，财政

局内部的财务管理更加规范，不容许有

任何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发生。说实话，

我也曾有过一阵彷徨——激人向上的演

讲中没有我的声音，催人奋进的诗篇里

没有我的署名，鲜花与掌声离我太远，我

就这样甘心做一颗小小螺丝钉吗？

事能知足心常惬。之前，我也曾有

过转岗的机会，但我却留恋办公室工

作，因为我在材料堆里忙忙碌碌中找到

了自我价值。在财政局办公室从事文秘

工作，常常为了查找某个资料而翻箱倒

柜，为了组织一次综合调研而“晕头转

向”，为了赶写材料而忙得三更灯火五

更急，其苦和累自不待言。但是，苦与

乐之间也是相通的。领导一声 “辛苦了”

的问候，同志们一句“这篇稿子写得不

错”的肯定，一篇文稿被刊物采用变成

铅字，都是“忙并快乐”的最好诠注。15

年前，我调入县财政局时，正是桃源县

财政运转异常艰难的时期，连工资都不

能按月发放。而如今，财政旧貌已换新

颜，财政总收入翻了5番，民生财政支

出增长了14倍，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公共

财政体系已基本建成。作为桃源财政迎

来柳暗花明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一篇篇

反映县财政改革发展成果的文章经我写

出，我感到由衷的快乐。

15年韶华流走，回首过往岁月是充

实而丰盈的；放眼未来的日子，我在办

公室岗位“站岗”多久暂未可知，但我知

我心，“办公室”的烙印已成永恒。   

（作者单位：湖南省桃源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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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理事会：美丽乡村建设挑大梁

谋道行政村新庄中心村地处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中部，辖181户，人口686人，是2016年安徽省民生工程建设

美丽乡村省级示范点。今年2月，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之初，村民公开投票选出8名在当地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

村民组成理事会。“到底整治后能不能美丽，关键靠我们自己。”理事会成员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后，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带领全体村民积极投身村容村貌治理。截至目前，该村共清除杂树数千棵；清除、整合草堆、柴堆78垛；拆除

旱厕11座共88.7平方米，破旧柴房1间共12平方米，破旧庭院2户共210.5平方米。         （安徽省枞阳县民生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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