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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让改革政策和成效更多地为广大财政

工作者所了解。要使刊物办得有特色，也要

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从中央到地方，从

财政部门到非财政部门，包括高等院校都

应有所辐射。同时，编辑应加强与基层作者

的沟通，了解基层最想听到的声音。对于基

层来说，学习其他地方先进经验、创新举措

的需求尤为迫切，应多刊发一些契合财政

工作者实际需求的文章，对具体业务的操

作方法进行详细介绍，让刊物更接地气，做

到雅俗共赏。

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高向新 ：

建议《中国财政》：一是要加强深度报

道，将“面”上的工作宣传和“点”上的深度

报道结合起来，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报

道，使宣传更有力。二是要将专家的观点和

杂志自身的观点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可以

利用掌握的大量数据资源，创设某种类似于

经济发展指数的财政指数，代表《中国财政》

在财政宣传界的地位和观点。三是要将“线

上”和“线下”结合起来，如可以在“线上”

用题目做引导，“线下”深度内容加以配合。

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赵光 ：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及移动终端发

展迅速，传统媒体面临着一定压力。《中国财

政》要发挥好纸媒核心、独特优势，多刊发一

些有深度和影响力的文章。为了更好地提高

财政工作者的研究能力、学习能力和工作能

力，开拓视野，建议适当加大学术性及国际

经验借鉴类文章的篇幅。

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利邦 ：

《中国财政》是云南各级财政干部必备

的学习资料，希望继续把云南作为联系比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财政厅厅长

弯海川 ：

杂志社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宣传报

道基层财政工作和基层财政人的做法很好。

《中国财政》是我的必读刊物，经常能够带来

启发，每次看到有共鸣、有借鉴意义的文章、

段落，都会手抄到笔记本上，每年都会摘抄 7、

8 本之多。“卷首”栏目很有特色，能够清晰传

达改革的理念、思路，每期必看，建议继续增

强内容的权威性，增强政策导向作用 ；“厅局

长论坛”栏目要选取有理论高度、有升华、有

深度的文章，要为国家治理服务 ；“地方实践”

栏目的一些文章很有借鉴意义，时常会选取

其中的文章供相关处室参考，建议进一步提

高稿件录用标准，一定要选取已经取得很好

成效、有广泛借鉴意义且能够成为经典的经

验做法。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郎福宽 ：

我和《中国财政》结缘很多年了。杂志社

记者深入藏区、深入基层报道我们的财政工

作和财政人，这种工作作风很好。西藏财政干

部尤其是基层财政干部科班学习财经专业的

很少，亟需专业人才培养。《中国财政》的实践

性、指导性、政策性很强，对全面了解当前财

政政策、财政改革和各项财政业务帮助很大。

很多干部从学习《中国财政》开始，迅速对财

政工作有了了解，知道工作要怎么做，成长为

行家里手。希望《中国财政》记者多走出来，

多深入基层，多为基层财政鼓与呼。

湖南省财政厅巡视员易继元 ：

《中国财政》伴随几代财政人的成长，

大家都对刊物怀有特殊的感情。当前财税改

革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

响较大，《中国财政》可以发挥宣传平台的作

弯海川副主席表示，《中国财政》是他的必读刊物，

经常能够给他带来启发

郎福宽厅长表示，《中国财政》是许多西藏财政干部

了解财政工作的案头必备刊物之一

共话700期  共谋新发展

诚询读者意见：广开言路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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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省份，建立有效机制，加强沟通合作，

更好地宣传云南财政成就。

贵州省财政厅总经济师王瑰 ：

建议《中国财政》多派记者深入贵州进行

采访，并通过建立通讯员培训机制，为当地财

政系统培养宣传人才。同时希望《中国财政》

拓宽传播渠道，采用多种传播手段，让财政工

作者阅读和学习变得更为便捷。

山西专员办监察专员李元成 ：

如何将财政宣传与专员办转型相结合值

得探讨，建议开设“财政监督”专栏，刊发一

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探讨专员办转型、介绍

实际工作经验等方面的文章，同时进行有针对

性的采访沟通加“点题”。

湖北专员办监察专员赵永旺 ：

社会上对专员办工作转型持有许多不同

声音，《中国财政》可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

基础上，适当引入一些评论性文章，为财政监

督和专员办工作转型服务。建议开设“财政大

讲堂”栏目，对财政重点领域的改革进行梳理，

对改革的背景、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 ；建议

开设“预算监管”反映专员办工作的栏目，对

专员办工作的好经验进行推广借鉴。

山西专员办副监察专员兼纪检组长刘湘伟 ：

《中国财政》在国内财政领域首屈一指，

下一步如何紧密结合财政改革，结合专员办预

算监管工作，可以进行探索。预算工作内容丰

富，如果能紧扣改革，做深内容，预算部门就

会更感兴趣。建议《中国财政》以“论坛”形式，

对财政改革进行深度解读。

江苏专员办副监察专员刘志 ：

建议《中国财政》能更多反映世界财政、

反映财政改革发展、反映基层财政、反映财政

人，为财政工作和调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财

政人可以通过杂志了解到全国财政工作，保持

对财政工作的关注度和对财政政策的敏感性。

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张永胜 ：

办好《中国财政》要处理好六组关系 ：一

是美与华的关系，封面、插图、纸张等方面要

有独特的品味，适合财政人。二是价与惠的关

系，杂志的受众是广大财政工作者，要努力取

得读者内心的认可，并在价格上可以接受。三

是业与情的关系，除了探讨业务以外，希望《中

国财政》能成为财政人凝心聚力、抒发感情、凝

聚正能量的阵地。四是庙与野的关系，除了刊

登高层声音之外，还希望多一些编辑记者深入

基层、深入一线，追踪改革创新的纪实性报道。

五是同与异的关系，要做精品的专栏，就需要

利用好部内各司局的资源，与其紧密合作，刊

登独家性、权威性的数据信息、政策解读、实

践操作等。六是纸与网的关系，当前互联网、

新媒体发展迅猛，要在做好纸媒的同时，拓宽

发展平台。

江苏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李豫平 ：

《中国财政》办得比较成功，有以下三个

特点 ：一是较好地发挥了正能量，很好地促进

了财政工作交流。二是从领导到普通编辑记

者，敬业严谨、平易近人，文章差错率低、闪

光点多。三是将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感情很

好地联系起来，在财政系统中发挥了纽带作

用。建议多约请财政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

围绕财经热点问题展开探讨，给实际工作提供

思路借鉴。

贵州省财政厅财科所所长李杰 ：

希望《中国财政》能多一些基层声音 ；内

容形式能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财政相关业务，

加大“财政文化”等栏目的版面。同时，贵州

财科所也有内部期刊，希望能和《中国财政》

增进交流，学习办刊经验，提高办刊水平。

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谭文 ：

建议《中国财政》能对财政政策的解读更

加精准和透彻。增加党政领导干部谈财政的相

关内容及栏目。“财政文化”文章能更多地选

取财政工作中、财政人身上的优秀事迹。要扩

大杂志的影响力，一方面要立足于财政行业，

抢占舆论宣传、实践指导与工作推动的制高

点，在财政系统内部发挥好上传下达、经验交

流、释疑解惑的平台作用 ；另一方面更要发挥

好行业的领头羊作用，积极强化财政行业与其

他行业的交流，全方位、立体化地为财政发展

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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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心声：我们和财政在一起中国财政

+

今天，《中国财政》迎来了第700期，而我在财政编辑中心也度过了第8个年头。8年中，每每令我深深触动的无疑是一

位位可敬的财政人。他们有的居庙堂之高，为优化财税体制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制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有的处边陲

之远，为保证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有的于改革关头不惧艰难，勇担重任，在财政发展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有的一生扎根基层，默默无闻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作为一名财政宣传工作者，记录他们是我的使命和荣

幸，而学习他们是我永远的课题。

钟灵毓秀七百期，滋兰树蕙满苑熙。荜路蓝缕六十载，蜚英腾茂铸辉煌。

财政改革鼓与呼，同心共筑中国梦。笔墨耕耘薪火递，继往开来志不移。

七百期很长，穿越了五十九年沧桑；七百期很短，追寻的目标依然遥远。继续奔跑吧，梦想就在前方。

走过城市乡村，经过雨雪风霜，总有一份遇见，唯美了我们的曾经。从上学时读财政，到参加工

作编财政，心中这份挚爱从未改变。与你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

《中国财政》是我“编辑梦”启航的地方。六年多来，她见证着我的成长，我亲历着她的发展。版式的每一次创新、栏

目的每一次调整、内容的每一次打磨，都浸润着全体编辑人员的心血，惟愿这本刊物可以让作者满意、让读者点赞。

如今正是媒体大变革时代，为提升刊物品质，我们今年在全国财政系统广谋良策，很多读者都希望《中国财政》在内

容上更“有深度”、更“接地气”，这是读者的期待，更是我们的方向。未来，立足纸媒的我们必须以“内容为王”，出

精品、办精刊，吸引更多财经领域工作者愿意看、认真看、喜爱看《中国财政》。

悠悠六十载写辉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秉承“解读财政大事，关注社会民生”的宗旨，700期《中国财政》汇在

一起当得起“厚重”一词，她凝结了一辈辈财政人“为公聚财、为民理财”的执念和智慧，见证了我国财政事业和

社会民生向前迈进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故而值得纪念。历经艰辛磨一剑，弹铗击筑复长歌。700期《中国财政》承

载着一代代采编人薪火相传“为财政立言”的使命和追求，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幅配图、每一处标点都蕴含着采

编人的心血和汗水，故而弥足珍贵。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新征程上，我们携手砥砺前行，共谱成长新曲！

一个好时代，成就一本好杂志。一本好杂志，需要好编辑：满足读者需求，彰显作者

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历史使命。我仍然在努力......

仿佛是不经意间，《中国财政》已经刊出了整整700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程，她凝聚了几代财政编辑人的辛劳与汗水，在此

首先应为他们点赞，同时我们更要感谢始终关心、支持《中国财政》的广大读者、作者朋友们！《中国财政》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紧密伴随经济发展的每一段历程，忠诚记录了财政改革的每一步深刻印迹，共同见证了财政人追求理想信念的辉煌瞬间。如

今走过700期的《中国财政》已经褪去了创刊初期的稚嫩，正以成熟大方的姿态展现在大家面前，图文并茂，编印精致，内容上

求真务实。700期，凝聚着既往的成绩，更预示着全新的起点，如今我们又上路了，所幸的是有您与我们同行。

在《中国财政》里，有日新月异的财经数据，有力透纸背的政策建议，有基层财政工作者忙碌的身影，有孩子们的

书本课堂和农民的笑颜……透过这浓浓的铜版纸香，我们力争将财税改革、财经大事跃然纸上，反映你我身边的

财政人和财政事，宣扬各地财政工作的新经验及新成绩，为财政改革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提供借鉴。秋天的

落叶已飘远，冬日的暖阳已降临，春天的故事又在萌芽……期刊出版工作充满时效性和周期性，月复一月、年复

一年，每当右上角的数字又变成1，预示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愿与作者同心同德，与读者心心相

印，精耕细作、孜孜以求，为办好一本属于财政人的刊物而不懈努力。

刘慧娴

李艳芝

陈素娥

赵军

李颖

韩璐

方震海

王尚明

李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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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页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张，一篇篇凝聚着记者编辑心血的文章，《中国财政》迎来了第700期！很高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有

我们的一点心声，希望通过自己的笔，给每一位财政工作者传递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贴

心的沟通交流，带给财政人温暖和力量。尼采说过：“你站在一个地方，你就在这个地方深入挖掘，下面是清泉！”我觉得是对

记者职业最好的描述。感谢一直伴随杂志成长的读者，是你们的支持和鞭策，让我的职业生涯充满幸福和骄傲，让我们的杂志

充满了精彩和希望！

七百期精华荟萃，凝聚采编人员心血，承载政府社会智识，甘替人民鼓与呼；

六十载风雨兼程，谱写财政事业华章，见证沧海桑田巨变，愿为国事谋和思。

他们不直接参与财政业务，却始终密切地关注着财政工作、财税改革；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推动改革、完善国家治理顶层设计的

惊心动魄，却默默地用一串串文字、一个个符号书写着财政事业的点滴发展进步，用一次次长途跋涉的采访、一个个深入基层

的背影记录下财政人的追求……他们就是《中国财政》的记者、编辑们。我很骄傲，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又是如此幸运，能够

与他们一起见证着《中国财政》在媒体融合大时代下探索、突破，在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历史中创新、发展，更加幸运地亲

历了《中国财政》迎来欣欣向荣的第700期。感恩相遇，未来我们一起坚守。

700期，对于“年产量”仅24期的我们而言，无疑是厚重且值得纪念的。与《中国财政》携手走过的近1000个

日夜里，串联起来的小感动伴随着键盘清脆的敲击声喷薄而发。有时候感动并非来自宏大叙事，而恰巧在不经

意的瞬间。今年4月，在湖南一个普通乡镇财政所的办公室里，无意瞄到的书报架如同天降之喜，一排排熟悉

的杂志封面让我真实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伴财政同行，见证改革发展，我们如此幸运。

今天，《中国财政》出刊满700期了！自创刊以来，《中国财政》一直秉承解读财政大事、关注社会民生的理

念，与财政改革同行并进，努力搭建财政改革经验交流、学习的平台。在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财政改革的重

点热点，深度解读与宣传财政政策，积极展现地方改革实践成果，在内容上力求深度与广度，在形式上力争

创新与多样。尊敬的读者朋友们！您的期望是我们努力前行的确定方向，您的鼓励是我们开拓进取的不竭动

力。我们将不断完善、再接再厉，用智慧与知识、责任与信念、热情与真诚打造《中国财政》的每一期。

“财政”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政府部门对资产的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活动”。很多人觉得，财政是严肃而

生硬的，每一个枯燥的数字都牵扯着这个社会的各条神经。但在我心里，财政更是鲜活而温暖的，她是南国边境小

村里孩子们上学走的那条水泥路，也是北疆大地上为牧民们遮风挡雪的那一座安居房。媒体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

代，有言论说机器终将取代人工采编工作，但我始终认为，再高级的写稿机器也只有冰冷的芯，而我们，有一颗能感

受财政工作温度的真挚的心。

《中国财政》自1956年10月创刊，到今日正好走过了700期的漫漫征程。59年间，杂志在刊名、内容、排版上历经多次改变，

每一次改变都追随着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使杂志彰显出属于财政宣传工作的独特魅力。700期付梓之际，正值2015年年末，

“十三五”规划的蓝图已经展开，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重中之重。杂志作为财政宣传主阵地，将更加关注改革，解析财经

热点，远瞻前沿动态；将更加关注民生，深入基层采访，传递普惠信息；将更加关注人文，培育财政文化，打造精神家园。

愿我们的杂志更精美、更厚重、更生动、更接“地气”、更有指导意义。让我们和杂志

共同成长，一起憧憬杂志发展壮大的路子越走越宽阔！

雷艳

廖朝明

张蕊

张小莉

刘永恒

黄悦

喻胜强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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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心声：我们和财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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