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人风采
照亮滇东高原的财政“三把火”

——记全国财政系统先进个人、云南省曲靖市财政局局长 陆应权

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到一个人

口大市的财政局长，20 余年来，云南

省曲靖市财政局局长陆应权务实、创

新地奋斗在财政战线上，在广袤的滇

东高原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连

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04 年

被评为“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先进个

人”，2005年被评为“全省财政系统先

进工作者”。在他的带领下，2005年，

曲靖市财政局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

整和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曲靖财政

减收增支因素明显增多，“吃饭”与“建

设”矛盾日益突出。2003 年，全市地

方一般预算收入 20.5亿元，支出却达

41.2亿元，财政工作陷入了被动。面对

困难，2004 年接手财政这副重担的陆

应权既没有侃侃而谈的就职演说，也

没有信誓旦旦的许愿承诺，而是一头

钻进工作、扎到基层，悄无声息地燃起

了走马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开源促增收

曲靖是云南省的人口、农业大市，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经济占有量少，

财源上多年主要依赖“两烟”收入，财

源结构单一。在国家实行烤烟“双控”

后，增收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如何开

辟新的财源增收渠道成了全市的一项

重要工作。

经过深入调研，陆应权将目光转

到了“两烟”以外的煤炭资源上。曲靖

市煤炭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煤炭资

源 税征收标准较低，2004 年时仅为

0.6元 /吨，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

的效果并不明显。鉴此，陆应权敏锐地

抓住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和煤炭价格上

涨的有利时机，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议

提高煤炭资源税征收标准，并带领有

关人员到国家财政部作详细汇报。通

过积极争取，财政部于 2005年 6月同

意曲靖市煤炭资源税征收标准分地区

提高到 2.5元 /吨和 3元 /吨。仅此一

项，当年为地方财政增收 3500万元。

在初尝资源优势向财政优势转化

成果后，他把眼光放到了资源开发可

持续发展上。2005年 8月，陆应权到

富源县调研，了解到由于煤炭开采导

致植被破坏、水源枯竭的情况后，与

环保、林业、煤炭等部门一起共同研

究如何加强煤炭开采区生态的恢复治

理。为了筹措治理经费，陆应权提出征

收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思

路，并得到了上级财政部门以及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2006 年3

月，曲靖在全国率先开征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每年可解决矿山

环境恢复治理经费近 3000万元。

开辟新财源的同时，陆应权又陷

入新的思考：烤烟是曲靖的优势、支

柱产业，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原定烤烟上解基数与曲靖烤烟实际生

产能力差距越来越大，已严重影响财

政收入。经他的深入分析和多方争取

后，烤烟上解基数由原定246.8万担调

整为300万担，年均可为地方财政增收

2200万元。

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和

《 农业税条例》的废止，意味着烤烟农

业特产税有可能被取消。陆应权意识

到：曲靖烤烟产量占全国的 1/10、占

全省的 1/3，烤烟农业特产税的取消

不但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

挫伤市、县、乡抓烤烟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全省乃至全国烤烟生产和卷烟工

业的整体形势。为此，他多次召开座谈

会，跑烟厂、 烤烟种植点，作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若不能单独保留

烟叶特产税，应将其转为征收烟叶收

购营业税或特种物产交易税，并维持

或适当提高现行税负标准，保护和调

动地方政府发展烤烟生产积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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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并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作了详细

汇报。之后，再次提出了“两个明确，两

个提高”的建议，即明确烟叶税为地方

固定收入，明确烟叶生产扶持政策；

提高烟叶收购价格，提高烟叶税税率。

2006 年 4月19日，他再次把自己的建

议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烟草

专卖局作了汇报，得到认可，并在正式

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

例》中得到了体现 ：“开征烟叶税取代

原烟叶特产农业税”，充分兼顾了地方

利益，有利于烟叶产区可持续发展。

第二把火 ：节支增效益

按照节支也是“增收”的思路，陆

应权积极压缩一般性支出，着力抓支

出监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05年，正值全市教育文化体制

改革全面推开之际，他带领有关科室

加班加点研究如何压缩一般性支出。

经过认真测算，提出了对市直学校及

事业单位试行经费总额包干的管理办

法，经费一年一定，根据各单位上年末

的运转情况核算下一年工资和人员经

费，有效控制了一般性支出。

事业单位经费膨胀势头得到控制

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行政单位财务管

理的“老大难”问题，经过多方调研，

选取了资金流量大、专款来源广、下属

部门多的城建、广电、交通等 10 个市

直综合部门试行系统内会计集中统一

核算，建立系统内会计核算中心，解决

了“账外账”、“小金库”等顽疾。

遵循财政监管的“木桶”理论，陆

应权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行了“五个一”

财政财务监管制度：对财政预算安排

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一律实行“先

评审、后预算、再评审、再结算”的评

审制度；对应纳入采购范围的项目支

出一律实行政府采购，在每个乡镇财

政所确定政府采购专管员，在云南省

率先建立聘请政府采购社会监督员制

度；对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工程

建设资金一律纳入重点项目资金管理

范围，严格资金管理、拨付、审核程序，

实行全过程监督；对投资1000万元以

上的财政扶持项目一律邀请审计部门

进行跟踪审计；设置科学的评价指标

体系，选择一个部门或一批重点项目

进行支出效益分析，开展支出绩效评

价考核试点。担任局长至今，按照“先

评审后预算”的原则，共评审项目176

个，审减资金7797万元；共完成政府

采购 10.4亿元，节约资金近1亿元。

第三把火 ：创新促发展

“办法多、善创新、会发展”是曲

靖市政府领导对陆应权的评价。如果

说开源节流是表，那么支持经济发展、

做大财政“蛋糕”就是本。为支持经济

发展、做大财政“蛋糕”，陆应权下基

层、跑部门，针对市财政每年承担曲靖

市城市供排水公司 3000万元支出压力

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把城市供排水公

司推向市场的建议。2005年 6月，他

促成了向天津创业集团有偿出让市供

排水公司国有股权的协议，收回国有

资本金2.9亿元。这一做法既缓解了财

政的支出压力，又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并探索建立了国有资本“投

入-退出-再投入-再退出”的良性

循环机制。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

斤”作用，为经济建设聚集财力，筹措

建设资金，陆应权提出了整合投融资

平台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的意见和

建议，整合各县（市、区）融资担保公

司组建曲靖市融资担保集团公司，进

一步规范市投资开发公 司、城市开发

公司、公路投资开发公司、水利开发公

司运作，2004 年以来，通过这些公 司

直接融资 8.5亿元，引导社会投资200

余亿元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有力地推动

了全市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

展。

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乡

财政困难，陆应权提出了“对县域经济

发展推进较快的县（市、区）给予工作

经费补助”、“对发展县域经济效果显

著的县（市、区）给予奖励”、“对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好且带动和促进效应

强的项目，市级财政进行参股投资，引

导社会资金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思

路，并研究制定了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的具体方案，建立县域经济发展“三奖

两促”激励机制，市级财政每年筹措

5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扶持县域经济

重点项目建设。在市里的支持下，会泽

县作为县域经济发展重点支持县，在

农业上突出发展畜牧、马铃薯等六大

主导产业，推出了“乐业辣椒”、“奇彩

土豆”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在工业上

抓项目引进，深度开发磷矿资源；在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上，积极打造“会泽

会馆”、“会泽黑颈鹤自然保护区”等旅

游品牌。2006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53.36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实现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63亿元，同

比增长10.25% ，经济结构渐趋合理，

县域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2004 年以来，曲靖市县域经济呈

现出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带动

了市域经济上规模、增效益。2006 年

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537亿元，财政总收

入 116.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 、

23.7%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的

良性互动。

滇东高原上的财政“三把火”正在

熊熊燃烧，陆应权的故事也还在继续，

作为高原的儿子，他心中无私，肩上担

责，迎面而来的挑战更使他在不断超

越中创造新的辉煌！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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