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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财政精神的灵魂

会发展的职能。实实在在的账目，才能收到实实在

在的成效，虚收空转、寅吃卯粮，只能祸国殃民、贻

害苍生。正是由于无数财政干部坚持“做实账”的

精神，财政事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办实事。“办实事”是“实”字财政精神的落脚

点，也是财政干部工作作风的真实体现。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大批民生政策，包括免除农业税、实

行“两免一补”、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中高等学校奖

助学金、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等，这些都需要财

政部门贯彻落实。很多财政干部为了将国家政策落

到实处，深入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走访，和老百

姓促膝谈心，主动了解老百姓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以

及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

资料。正是这种不畏困难“办实事”的精神让我们

财政人更加准确地把握了基层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解决了一批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正是办好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教

医保”等现实问题，才能进一步凝聚民力，更好地

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求实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财政资金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每一分都关乎纳税人的血汗，关乎老百姓的福祉。

好钢要使在刀刃上，资金投入必须讲求实效。“求实

效”是“实”字财政精神的归宿，也是财政事业的不

懈追求。多年来，漯河财政始终坚持尊重客观规律，

注重把握好生财、聚财、用财、理财四者关系，不断

培育财源、发展项目，防止各种形式的虚收空转和

乱收乱罚，财政收入质量稳步提升，保障了一批民

生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求实效”还要注重投入

绩效，下力气做好资金使用的调研、分析、论证和

监督工作，争取做到谋划一件，办成一件，收效一

件，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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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的精神，是该行业工作作风、工作态

度的集中体现，既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具有传承性、

大众性。作为财政精神，“实”应该是其灵魂，讲实

话、做实账、办实事、求实效是财政精神的具体写

照。

讲实话。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实。”讲实话，既是一种良好的从政道德，又是正

直人品的重要内涵。我们财政战线始终有一批财政

人，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身后，敢于说实话，敢

于如实反映财政经济运行情况，如实反映老百姓衣

食住行中的各种问题，协助各级政府做出了重要决

策，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对事实不夸大、不

缩小，对矛盾不回避、不隐藏的“讲实话”精神，是

“实”字财政精神的重要内涵，也凸显了财政干部的

道德水准。目前，财政政风行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很多都是不讲实话造成的，有钱说没钱，没

钱说有钱，不但耽误工作开展，也会造成沟通不畅，

引发预算单位及各界对财政部门的误会，影响财政

部门形象。

做实账。财政账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是发

展账，更是稳定账；是民生账，更是民心账。算好

财政账十分重要，“做实帐”是“实”字财政精神的

核心，是财政干部做好基础工作的根本要求。朱镕

基总理仅有的四次题词中就有给国家会计学院题的

“不做假账”，这充分说明了“做实账”对于财政工

作的重要性。一本账目、收入支出，既要加强经济

形势分析，经常对本地区经济指标和财政指标关联

度进行研究，准确把握收入规模、质量、结构和各

种增长因素，依法加强收入征管，确保收入的“真

金白银”；又要规范支出、统筹兼顾，重点保障民生

支出、法定支出，保障国家、省、市的重要政策、重

点项目等的贯彻落实，发挥好财政资金促进经济社

01.30.2（核红）.indd   72 2013、1、30   11:00:47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实”是财政精神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