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改革征文
从“收钱”到“发钱”

张国伟

十月中 旬的 一 天，秋 种刚 刚 结

束，办公 室来了一位 农民装束的中年

人，感觉很 面熟，只是我一时想不起

来。他进门就笑呵呵地说 ：“不认识我

了吧，我是洋汶村的刘强，想起来了

吗？”看他乐呵呵的样子，我想一定是

有什么喜事专门来告诉我们。“我来镇

上赶集，顺道上你们这来了，我要感

谢你们啊，今年我在村里承包了十亩

地，光种粮补贴就七八百元，不收钱

反倒发给我们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现在孩子上学也不收学费了，国家为我

们老百姓想的真周到啊！”

提起这位 刘强兄弟，让我想起一

段往事。2000 年，我被分配到山东省

滕州市的一个镇财政所，和所里的老

刘会计一起负责全镇的农业税、农业

特产税征收工作。记得和老刘会计一

起去洋汶村有名的“刺头”刘强家催缴

税款，我们每次去，他都说去缴粮，

可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就是迟迟不动。

后来，我们再去时，他干脆闭门不见。

最后一次，我们明明听到家里有人，可

就是不给开门，我和老刘会计就在他

家门口等，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他才

打开门说 ：“你们还真有耐心啊，可孩

子上学要钱，哪有闲钱交税！”老刘会

计说 ：“真不让我们进门啊，那我们就

在门口聊聊吧。”我们的耐心收到了回

报，固执的刘强这次终于缴纳了税款。

但是，从中我也看出刘强的不情愿，如

果不是我们 三番五次地做思想工 作，

耐心 细致地做税收政策的宣传，刘强

是不会纳税的。我由衷地体会到农民

纳税意识的提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

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如今算起来，我在基层财政战线

上已经工作了八个春秋，在这八年里，

我经历了从“收钱”到“发钱”逐步转变

的全过程。

长期以来，农业税 采取“实 物征

收，货币结算”的方式，每到夏粮征收

时，走村入 户催粮派款，是财政所的

一大任务，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我

们所在的镇是农业大镇，辖 65个行政

村，2 万余农户，每年征收任务达 800

多万元，涉及面广、税源分散，工作量

可想而知。吃苦受累不说，还容易被误

解，村民爱搭不理是家常便饭，碰 到

难缠的农户要反复跑上好几趟才能收

到税款。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时代的不断

进步，财政工作也迎来了一场伟大的变

革。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实施城乡统

筹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按照中

央、省、市的部署，2004 年滕州市取

消了农业特产税，同时农业税减按 3%

的税率计征；2005 年在全市范围内免

征农业税。

到 20 06 年，这个已在华夏大地上

延续了 260 0 年的古老税种，正 式退出

了历史舞 台。全国亿 万农民就此告别

了种粮 纳税的时代。从 20 04 年起，国

家对种粮农户实行补贴，到 200 8 年补

贴标准已从最初的 13 元 /亩提高到了

综合补贴 79.2 元 /亩。以我们镇为例，

20 0 8 年全镇受益农民达 2 万户，补贴

资金 520 万元。

这一伟大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它像一缕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

北，温暖了亿万农民兄弟的心。种粮不

仅不纳税，国家还发放补贴，这在我

国漫长的发展史上是件不敢想象的事

情，但在党的惠农政策及公 共财政的

阳光照耀下却成为了现实。这一伟大

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给农民的生活带来

了明显变化，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了，日

子也向小康生活的目标不断迈进！

近年来，我作为一名基层财税人，

直接参与并感受着党的各项惠农政策

的实施，减免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

农村低保户供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家电下乡”补贴工程以及农业综合开

发、山区土地整理等支农惠农项目，让

老百姓切实感受着多予、少取和阳光普

照的好处，同时，财政所的职能也发生

了重大转变，从以往向农民“收钱”转变

为向农民“发钱”。这一切都得益于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

增强，得益于党的支农惠农好政策和

公 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身为财税

人，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并更加

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为财税事业贡

献更多更大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作者单位 ：山 东省滕 州市姜屯

镇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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