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就是工作、权力就是责任”，为人

民群众管好财、用好财。以规范内部管

理为突破口，努力创造能干事、 干成

事、干好事的工作氛围。群众测评满意

度达到 100%，民主评议行风连年列全

市首位，被泉州市纪委定为 “树新培

优”示范单位。

常年聘请28名廉政监督员和行风

评议代表，每年不少于四次向市人大、

不少于两次向市政协、民主党派和廉

政监督员汇报工作。每月财政收支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局机关经费开支等

向社会全面公开。建立干部廉政档案，

每年局长与科室签订勤政廉政责任状。

加强预算、 国库等科室大宗资金拨付

流程监控，实行银行账户资金余额每

月核对备案制度，形成内部监督制约

机制。1996 年以来，整个队伍健康运

转，未发现使用程序不当、行政复议败

诉或冤、假、错案件，没有出现一例违

纪违法案件。

“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

失”，晋江市财政局将着眼未来，不满

足现状，积极探索，力争为晋江经济发

展和财政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责任编辑  周多多

财税人风采

咬定理财不放松

——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财政所所长龙继章

1987年初，刚从部队转业的龙继

章被贵州省长顺县广顺镇财

政所聘为临时工，负责农税征收工作，

从 1997 年起担任广顺镇财政所所长。

从 1987到 2006 年，龙继章连续 20次

被县局评为全县财政工作 “先进个

人”；2001年被评为全州财务会计“先

进工作者”；2004年被评为全州财政系

统“文明职工”。在他的带领下，广顺

镇财政所连年被县财政局评为“先进单

位”，1998年被省财政厅、人事厅评为

“先进集体”，2004 年被评为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财政系统 “文明单位”。

这些都不重要，最令他自豪的，是

广顺镇群众给他的 “农民所长”的称

誉。金杯银杯，比不过老百姓的口碑。

这一称誉是群众对龙继章为民服务奉

献精神的崇高的赞赏。

培育财源  富民兴镇

广顺镇是一个农业大镇，如何抓

好全镇的财源建设，提高财政和农户

的收入，是龙继章长期思考的问题。为

此，他经常深入厂矿和农户家中调查

研究，了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困

难，针对难题，思考解决办法，帮助企

业和农户度过难关。

广顺镇在全县的工业区位优势相

对明显，但 1997年前，由于各种原因，

镇内只有如炮竹厂等几个小规模的企

业。始建于 1998年的广顺万安水泥厂

效益差。2003年，在龙继章的积极建

议和镇领导的多方努力下，将该厂的

税收及服务管理放在了镇上，通过改革

管理机制，激活了企业。在当年的重庆

经贸洽谈会中，该厂就引进资金 300多

万元。企业活了，财政也富了，2005年

上交税收23万余元，2006年上半年已交

税 14万余元，预计全年将达 30万元。

在扶持企业工作中，个体小型企

业更是得到了龙继章的大力支持。广

顺镇复合肥厂虽属免税企业，但解决

了当地近百人的就业问题，1998年该

厂由于流动资金不足，面临停产的危

险。了解情况后，龙继章多次到镇政府

和县财政局汇报情况，多方筹措资金

终于帮助该厂顺利渡过难关。几年时

间里，在龙继章的努力协调下，为镇内

企业引入大量资金和多个项目，救活

了老企业，发展了新企业。现在镇内已

有煤矿厂、炮竹引线厂、扎钢厂、水泥

厂等十多个企业投产或兴建。财政收

入从 1998年的 142.3万元增加到2006

年的 310万元。在全州经济强镇中，广

顺镇的综合排名也由2003年的第23位

上升到了 2005 年的第 8位。

广顺镇有大量的荒山和草地，非

常适合发展养殖业，为确保将有限的

财政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他帮助养

殖户想办法、出点子、订规划，引进优

良牲畜品种。2003年，龙继章积极协

调银行贷款 5 万多元扶持该镇石硐村

农户购进波尔山羊 56只，让他们在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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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放养，并联系畜牧技术人员对养

殖户进行技术指导。由于管理和技术

指导到位，现在石硐村的波尔山羊已

发展到 450多只，使 80多家农户摆脱

贫困。几年来，龙继章积极寻找山区农

村经济发展的路子，先后发展了商品

蔬菜种植、香稻种植等项目，使全镇农

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烤烟生产一直是广顺镇的主要产

业，占镇财政收入的 60% 以上，为迅

速增加农民收入，抓好这一支柱财源，

龙继章每年都要安排 200 多万元购买

肥料赊给农户使用，待农民的烤烟销

售后才从售烟款中逐步扣还。每年的

烟叶收购期间，龙继章身先士卒，吃住

在烟叶收购站，认真组织肥料赊款的

清收，做好烤烟特产税的统计和上报

等，严格把关，确保了烤烟收购工作的

有序进行。

锐意改革  规范管理

多年来，龙继章一直致力于提高

财政所的财务管理水平，在财政财务

管理改革中，敢想、敢说、敢做，善于

出点子、谋路子，使广顺镇财政所的业

务工作在全县 17个乡镇财政所中一直

保持领先地位。2002年，广顺镇财政

所率先试行“零户统管”改革，严格实

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统

一使用财政厅印制的各类票据，实行

票款分离，收入上缴；在兑现农民补助

资金时，严格实行公示制和报账制，及

时足额将资金兑现到每家、每户。2005

年，县财政局将广顺镇列为“乡财县管

乡用”试点乡镇，龙继章带领全所同志

加班加点对全镇固定资产、债权债务、

银行账户情况进行清理，为改革顺利

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一改革的

推行也促进了镇财政收入及时入库，

乱收滥支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广顺镇财务管

理工作又跃上一个新台阶。

为了把国家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

贴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他组织

全所职工逐户落实、逐项核对，采用资

金封闭运行的“直通车”办法，将资金

直接打入银行，分户存入农行，农户可

凭从财政所领到的存折随时支取。这

样做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方便了农

民，并有效地防止了资金的“跑、冒、

滴、漏”。据统计，近 3年他经手向农

民发放的补贴资金就达251万元，其中

退耕还林 115 万元、 种粮综合补贴 56

万元，城镇低保资金 71万元。在粮食

直补资金兑现工作中，有时为了几块

钱、甚至几角钱能够及时兑现给群众，

龙继章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亲自将

钱交到群众手中。2005年 6 月，在石

板村兑现粮食直补资金时，了解到农

户陈大才家生活极为困难，龙继章当

场掏出身上仅有的 160 元钱交给陈大

才，鼓励他要坚持搞好烤烟种植工作，

并留下联系电话，叮嘱他今后遇到困

难再来找他。

业精于勤  模范带队

在长顺县财政系统，大家称龙继

章为“业务手册”。因为自参加工作以

来，他不断学习业务知识，从理论和学

识上不断给自己“充电”，注重提升自

身素质的同时，更加在乎如何营造一

支优秀团队。始终把建立一支德才兼

备的干部队伍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坚

持每月开展政治学习，并亲自制定全

所学习计划。每年都要组织几次业务

考试，由他亲自出题，亲自阅卷，并组

织干部职工认真参与各种学习教育活

动，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 双促进。

2002年在全镇开展的行政效能建

设中，龙继章率先提出并推行了财税

工作 “友情提醒”和“绿色通道”特

色服务。“友情提醒”使纳税农户在接

到通知后，早有数、主动缴，并将新的

惠农信息等及时告知给大家。“绿色通

道” 使纳税农户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优

先缴税，不让其等候。拉近了与群众之

间的距离，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工

作的有效开展。

工作中廉政肯干，龙继章起到了

实实在在的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他常

告诫职工：“干财税工作，会时常面临

金钱、人情的诱惑和考验。但作为一个

吃国家饭的人，就要依法办事，要对得

起国家给的工资。”作为一所之长，他

从来就是秉公办事，正因为此，外面的

企业才敢进来。留住了人，留住了资

金，留住了企业，也就留住了税收。对

外接待，他强调并坚持“私人来客，个

人招待；公事来客，热情节俭”，多年

来无人违反。2001年财政所新办公大

楼破土动工，龙继章亲任质量监督。这

在有些人看来，是发财的机会。他却没

有抓住这一“机会”，相反还为工程倒

贴进多餐私家饭。在工地上，从一块砖

到一根梁，从一车砂到一包水泥，他都

要精打细算。施工老板说：“给龙所长

做工程，工程质量糊弄不了他，想多挣

他一分钱都难，因为他太 ‘抠’了。”

工作上他尽责称职，对家庭他却

深怀愧疚。为工作，他常常顾了单位丢

了家。在省外读大学及县内读高中的

孩子也全靠妻子酿酒、喂猪的收入和

亲友的资助供养。家里的农活他也帮

不上忙，2005年 11 月，因忙于下组抓

“三农”服务工作，不能回家收庄稼，全

部的农活全全由妻子一人承担。等他

忙完工作回来，满坝子庄稼已经收完，

只剩下自家那三亩干枯、 开始发芽的

稻谷。而这种事已经不止一两次了。

“血浓于水，情系于民”，这是龙继

章二十年工作的真实写照。出生农村、

扎根农村、服务农村，他真实地体现了

一个 “农民所长”全心全意服务于民、

扎扎实实抓好本职工作的高尚情操。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 稿）

责任 编辑  周多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税人风采
	咬定理财不放松——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财政所所长龙继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