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还是应该上收县管

王云奎

2002年之前，我所在县的乡镇教

师工资都由乡镇财政发放。记得我担

任县财政局长的第二 年，拖欠教 师工

资问题日益突出，上访事件不断发生。

为此，我焦急万分，特别是得知有的

地方竟敢挪用教 师工资款时，气得拍

了桌子。想来想去，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从 要害着手。于是，主动向县长

汇报，请求领导亲自主抓。实际上，对

于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县领导情况摸

得更细，心里比我更急。很 快，政府

发了红头文件，对教师工资发放提出了

具体要求。情况逐渐有了好转，反映

信少了，直接 找上门来的也少得多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 气，一度焦躁的心情

平缓了许多。可谁知事实并非如 此。

这一年的教 师节快到了，上级安

排检查教师工资发放情况，结果使我

大感意外 ：全县教 师工资拖 欠竟达

500 万元。也就是说，每一个教职工

至少有四 五个月没有领 到工资。有的

老教 师已经去世好几 年了，学校的账

上竟然还有拖 欠他的工 资……那时

候，公 职人员都是低 薪制，教 师的工

资也不高。但 这不多的收 入却是许多

家庭维持生计的指望。我也当过民办

教师，更能体会到教师的不易。于是，

我暗下决心，非把这件事办好不可。

经过上上下下多次讨论，县里决

定从 三方面抓起 ：一是乡镇党政一把

手、县财政局局长、乡镇财政所所长

具体抓 ；二是层层建立责任 制，奖罚

兑现；三是县上帮助乡镇解决资金困

难，县上确有困难资金调度不开时，

允许乡镇多种方式筹措，县财政贴息。

县上还特别提出，能够想方设法消化

以 前陈账的予以 重奖。我当时的想法

是，无论如 何再也不能发生新欠，陈

账还的越多，教师们的心也就越踏实，

自己也会心安一些。我当时把这些也

认做了改革，并且相信，这样抓下去一

定会大有成效。

“改革”措施一出台，我就跟踪检

查，以 便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甚至不

惜与财政所长们翻脸。可是
，
新欠仍旧

出现，甚至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我陷

入苦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县人大的

一位 副主任提出了将教师工资上收县

管的想法，并且 经过深入调研形成了

调研报告。听说 这种情况，我首先想

到的是，如果教师工资上收县管，一旦

不能按时发放我这个财政局长就要首

当其冲承担责任，同时，将22 个积极

性（全县21个乡镇加县财政局）变成了

一个积极性（县财政局），解决问题的

难度只会加 大而不会减少。这种畏难

情绪使我十分排斥上收县管的提法。

于是，我几 次三番找县长“论理”，要

求坚持原有做 法。县长听后笑了笑说，

“那就先继续这样吧。但有一条，必 须

保证不出问题。”现在回 想起来，县长

之 所以听了我的意见，只 是想再给我

一个认识提 高的机会。果不其然，之

后，新欠不但不断增加，还出现了新的

问题 ：由于县上无法从源头上掌握信

息，监控体 系不健全，一些单位屡屡

发生虚报冒领工资事件。于是，我终

于认识到，改革必 须从 根本上解决问

题。而所谓根本，就是县乡财政体制。

具体到教师工资问题，还是应该上收

县管，像公务员一样上卡发放。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和实践，我终

于从“岔道”回 到正 路上来了。局里组

织了强有力的班子，对教师工资上收县

管以 及相应的县乡财政体制问题进行

了深入调研，很 快提 出了具体意见和

办法，经县委、县政府讨论后，以 县

政府文件下发执行。之 后，全县的教

师工资再没有发生新欠，陈账也逐年

减少。半年后，中央和省财政部门也先

后提 出了教 师工资上收县管的要求。

我们的做 法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省财政厅还专门发文向全省推广，财

政部的《 简报》也刊登了我们的情况。

如 今回 顾 那段 经历，我感到可总

结的经验和教训很多：财政事关国计

民生，财政改革更是涉及千家万户，可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 须抓

到关键和要害。而对于掌握一定权力

的人来说，在涉及 改革的问题上，要

尽力“去我”，努力达到“无我”的境界。

否则，就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干扰

改革顺利进行。在回顾财税改革 30 年

历程的时候，回 忆起这段往事，警醒自

己在改革的浪潮中要时时把握正确的

方向，也希望对正 在为财政改革辛勤

耕耘的同仁们有所裨益。

（作者曾任陕西省凤翔县财政局

局长）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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