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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财苑三十年

果投资建造一个钢架结构车间，可吸纳永安模具

13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生产，年纳税预计在180

万元以上，再加车间租金，财政投资回报率相当可

观。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她筹措资金3000万

元，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持园区建设了一批规

模不等的加工车间，使永安模具等6家企业较快实

现投产达效。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岳苏霞带领财政

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力整合，统

筹运用税收、支出、体制等政策工具，帮扶企业共

渡难关。2012年财政统筹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

采取对企业购买设备贷款贴息、对新上先进生产

线每条给予2——15万元资金扶持等办法，激励企

业更新设备、实施技改；按金融机构每放贷1000

万元奖励5万元的鼓励政策，推动县内金融机构

发放企业技改扩能贷款3亿元以上；县财政还结

合上级政策，引导企业谋划技改项目，积极争取国

家、省、市技改项目资金。近三年，财政部门通过

拿出一部分、争取一部分资金的方式，落实资金

6800万元，扶持了50余家骨干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改造、开拓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建设综合服务平

台等，使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在经济困境中实现了

平稳过渡。

在财政部门的积极扶持下，辣椒、铸造、棉纺

等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上述三大产业年纳税占到全

部税收的70%以上，成为鸡泽财政的骨干财源。通

过上项目、培财源，鸡泽财政收入实现了质量“双

升”，财政收入连续6年保持了高位增长，年均递增

27%，财政收入总量翻了4倍，实现了财政与经济的

良性互动。

争做改革“引领者”

2009年，河北省财政厅为强化县级财政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省县乡财政改革与管

□代利周

闻鸡声而勤政，听鸡鸣而躬耕。这片大地的优

秀品格培育了一名为民理财的典型代表——从事

财政工作三十年的河北省鸡泽县财政局局长岳苏

霞。三十年来，她在财政战线上兢兢业业，无私奉

献，把算好“数字账”和算好“责任账”高度统一，千

方百计生财，殚精竭虑管财，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为

国理财、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

充实政府“钱袋子”

“财”是“政”的基础，只有做大做强“财”的“蛋

糕”，才能做好做实“政”的基础。岳苏霞深刻认识

到，财政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

发展，财政将是无源之水。鸡泽县是个地上无优势、

地下无资源的财政困难县，经济力量薄弱，企业规

模较小。如何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助推县

域经济“腾飞”？岳苏霞局长积极谋划找出路。

服务发展是财政部门的永恒主题。担任财政局

长以来，岳苏霞始终把培育财源作为第一要务。在

鸡泽“工业立县、项目兴县”战略背景下，工业园区

成为鸡泽县新一轮发展的中心，岳苏霞对园区建设

和招商引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带领财政局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重点支持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了“六通一平”和宜工宜居的创

业环境，累计引进103家企业成功入驻。

当得知永安模具公司经过多次考察后因为没

有现成的车间搬迁而准备抱憾离去时，岳苏霞主动

找到永安模具公司负责人，“你们的要求，就是我

们的责任，希望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鸡泽一

定会是永安模具的第二个家乡”。诚恳的话语感动

了对方，但承诺就要付诸行动。在几经测算、反复

研究的基础上，岳苏霞向县政府提出了筹建加工车

间的合理化建议，并向县领导报了一笔经济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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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按照财政管理基础工作扎实、争先创优

意识强、政府积极支持等条件，评选确定了鸡泽

等11个县为示范县培养对象。岳苏霞局长说，

“我们是省级示范县，我们的各项改革和管理都

要走在全省的前列。”在她的带领下，县财政以示

范创建为契机，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多项经验

在全省获得推广。

国库资金安全是财政工作的生命线，提升国

库管理绩效十分重要。岳苏霞深知“库银”安全责

任重大，为此进行了积极探索，力争“一库”管资

金，带头启动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县财政成立了国库科，搭建起平台，纵向上实现

省、市、县乡四级联网，横向上实施人民银行、农

业银行、财政三家联网，建立起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将预算单位多头开户改为单一账户，配置了

零余额清算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等，所有财政性资

金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和清算，将99个预

算单位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支出通过国

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或

用款单位。同时，对乡镇同步推行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改革，全部实行乡财县管，为乡镇财政所开

设零余额账户用于乡镇财政资金的支付。国库集

中支付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财政监督管理，由原来

的事后反馈改为实时反馈，将事后监督改为实时

监督，实现了“收入一个篓子，支出一个口子”，切

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加了预算执行

透明度，避免了资金在预算单位滞留，降低了财

政资金支付风险。

“预算就是资金收支计划，只有计划科学，才

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绩效。”岳苏霞以深化预算管

理改革为切入点，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她积极学习先进的预算编制理论和经验，努力

拓宽预算编制思路。在预算编制方法上，支出预算

打破以前“基数”制约，采用科学的零基预算、综

合预算编制方法，统筹预算内外财力，按照人员供

养情况、人员待遇标准、公用经费核拨标准和范

围、结合单位年度工作任务进行编制；在预算编

制范围上，涵盖了县直所有部门及实行统收统支

的6个乡镇，对分税制改革试点风正乡实行部门

预算管理改革，编制了独立的乡级财政收支预算；

在预算管理上，全面推行省财政厅开发的预算编

审、指标管理等网络信息化系统，部门预算编制统

一表格及文本格式，为财政一体化工程奠定了基础，

该预算编制文本作为样板在全省11个示范县进行

推广。此外，为从预算编制上严控经费开支，鸡泽

县财政对党政机关公务购车用车、会议费、公务接

待费用等实行零增长；对单位办公用品的配置要求

实行现场核定，由财政局安排专门人员深入单位实

地查看，做到“能调剂的调剂、能缓配的缓配，能少

配的不多配、能低配的不高配”。 

织就百姓“保障网”

“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该花的钱一分不少。”

岳苏霞的话掷地有声，她带领财政部门用实际行动

编织百姓的“保障网”，诠释着“爱民”情怀。

作为一名基层财政局长，岳苏霞对群众有着

特殊的感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一对夫妇因

企业改制双双下岗，生活十分困难，但由于不了解

低保政策，始终没有得到救助。问明情况后，岳苏

霞及时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帮助办理了低保手

续并指导他们走上自谋职业之路。夫妇二人非常感

激，拿了一包袜子执意要送给岳局长，被她委婉拒

绝了。但她深知，这一包小小的袜子寄托了群众对

党和政府的信任，自己作为财政局长，肩上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担子更重了。

通过这件小事，岳苏霞敏锐地发现，只有将各

类民生资金发放及时到位，才能真正发挥效益。因

此，她把目光聚焦到民生资金监管上。全县每年拨

付民生资金几千万元，这些钱是否能及时准确地发

放到农民群众手中呢？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

管理相对薄弱的自然村为重点，要求财政所将财政

监督关口前移，负责对农村低保、百岁老人、寄宿

生补助等民生基础信息调查了解、审核把关，再通

过公开公示、群众举报监督等程序，保证政策执行

不走样。对乡镇财政资金实行全程监管后，制止了

不符合条件的160人申报补助，增补了符合条件的

58人申领资金，确保了各类民生资金直接兑付到户

到人，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群众小事是大事。”岳苏霞就是怀着对百姓的

敬畏之心，从小事抓起，把百姓关心的事情一件件

办好，努力使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

住有所居的梦想逐步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河北省鸡泽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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