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家乡的新鲜 事儿

戴益民

2007年10 月，接到老家送来的村

村通公 路 通车庆典请帖，这可是离开

老家 20多年第一桩新鲜事。由于我在

市财政局从事文秘宣传工作多年，舞文

弄墨的在村里多少有些名气，年轻的

村支书亲自把帖子送到我家，还千叮

万嘱说 无论多忙也要回 家一趟。一条

路，老家的乡亲们盼了很多年。而我，

这个库区移民的后代，就是沿着当年

的那条路，从 山里走到山外。一条弯

弯的山路连着求学的脚步和父亲躬耕

的背影，就这样烙进我的记忆深处。

回 家那天，我特意半途下车，徒

步走了几 里。记忆里的那条蜿蜒的小

路 不见了，代之 的是平坦 宽阔的水泥

路，直通到村里。虽然还没有配套绿

化带，但 沿路 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

门前屋后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老人、

小孩的脸 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一派

欣 欣向荣的景象。刚到村口，已是鞭

炮 齐鸣，庆典开始 了。承蒙乡亲们高

看一眼，我被请到台上，还激动地 不

知讲了几 句什么话。仪式过后，为了答

谢乡亲们对修路的支持，村支书破例

请全村上下一起聚餐。村民们带着发

自内心的喜悦，吃着，喝着，说着，笑

着。是啊，昔日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泥

泞难行的日子已成为过去，结束了交

通闭 塞的历 史，迎 来了宽阔的“希望

路”、“致富路”、“小康路”，怎能不开

怀畅饮一回 呢？“现在出门可方便 了，

咱们就要结束祖祖辈辈肩挑背扛的历

史了”，村支书兴奋地 对我说，“多好

的政策呀！村里修路 每公里国家财政

补助 10 万元，再加上村民集资一部分，

还有各种渠道捐赠一部分，老书记和

我们多年的梦想就成真了！”看着村部

院子里停满的来参加庆典的各式车辆，

年轻村支书的脸上写满自豪。

在老家小住数日，传到耳边的事

儿 还真不少。虽然对我来说类似的事

儿在报告、文件里 没少见 过，也没少

听过，但 发 生在乡里乡亲的身上，还

是很让人欣慰和新奇。村里王婶的孙

子乐乐，学习成绩一直很优 秀，但一家

人的生活担子全靠乐乐母 亲一人撑着，

乐乐是在好心人和学校的帮助下才完

成小学和初中学业的。去年9月乐乐考

取了市重点中学，学校了解到他家的情

况后，减免了他的学杂费、书本费，村

里还为他 们发放了低保 补贴。住村头

的年有叔，去年大病一场，仅住院 费

就 花了两万多元，多亏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医院 给 他 报销了一半的医 药

费。过去农民最害怕生病，生了小病土

法治疗，得了大病也不敢上医院，只能

慢慢承受病痛的煎熬。“做梦也没想到

能报销这么多钱，多亏了新农合，多亏

了党的好 政 策。”年有叔面带喜色，逢

人就说。

2008 年开春，正 是 正 月农闲 时

节，我又一次回 到老家。奇怪的是，村

民们却忙得不亦乐乎，原来他 们要收

购种猪、修建猪圈、购买饲料。“要想

富，得养猪。”我二 姐 夫一边规 划自家

养殖事业的美好前景，一边慨叹 ：“现

在养猪价格好，不愁销路，而且还有

种猪财政补贴和母猪繁殖保险，实在

太划算了！”他告诉我，全村养猪户已

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以 上，按去年的

景况，他家今年养猪一项年收入可达

5万元左右。他 还给我算了一笔账，粮

食价格也上涨了，按现行市场价格计

算，家里还能添近 5000元的收入。过

去他 每年要交 300 多元的农业税，现

在国家免除了农业税，每年还给200

元的粮食直补，此 外还有农机购置补

贴 款、农资综合补贴 等，这一减一补

每年又增收几百元。如果再加上桔园、

鱼塘的收 入，儿子儿媳外出打工 的收

入，一年下来，生活是再也不用愁了。

说 到最后，二姐夫眼 睛一亮，抬 高嗓

门 ：“现在终于可以 松 一口 气了，有党

和政府的惠农政 策，除了好吃懒做的

闲人，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

漫步在村里，发现 过去的土砖屋

大多已变成了一栋栋楼房，水、电、气

及“一池三 改”等问题也都已解决，有

些人家的室内装修、家电设施、生活用

品比城里普通市民的水准一点也不差。

妻子打趣说，等我们退休了还是回 老

家奔小康吧，不能呆在城里当“贫下中

农”了！这虽是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

在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下，古老的乡村

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支农惠

农政 策正 在结出硕果。作为一名财政

人，我为家乡自豪，也为自己自豪。
（作者单位 ：湖北省武穴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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