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政府在全市采取针对性措施，以遏

制各单位招待费、购置费等随意支出

行为，当年县直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

下降了 12%。由于他一手抓组织收入

调度资金，一手抓严控支出堵塞漏洞，

桂阳财政的收支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财政状况不断好转。

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理财为

民，是财政工作最大的政治。”作为财

政局长，他坚持原则，对各单位消费性

支出总是从严控制，压了又压，但对困

难群众的社保支出、救灾支出、为民办

实事支出等总是安排最先，及时到位。

2003年 8月，他了解到有少部分乡镇

因种种原因没有将农业税灾减资金全

部落实到户的情况后，立即决定改变

资金拨付方式，实行“指标下达与资金

拨付分离，封闭运行，结算到户”。2004

年，在接待了多起因领不到遗属补助

上访的群众后，他陷入了沉思：如何从

根本上杜绝单位、乡镇截留、挪用、不

及时发放遗属补助现象？后经请示县政

府同意，将遗属补助纳入财政工资中

心统发，为每个遗属发放了工资存折。

2005年，他又采取“经费倒逼”办法，

切实解决了一些单位、 乡镇欠缴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金等干群反映突出的

问题。

作为财政局长，他关心群众疾苦，

常常慷慨解囊。2003年 10月，一对双

胞胎姐妹双双考上大学，但父母体弱

多病，家贫如洗，无力再供养她们上大

学。李德忠知道后，立即拿出了 1000

元钱，又组织全局干部职工热心捐款

7800元，让这对失学的姐妹圆了大学

梦。2005年 4月，当得知本局一职工

确诊为尿毒症时，他连夜去医院看望，

当场资助 1000元，还在财政系统开展

献爱心活动，共为其筹集资金2.18万

元。

用财不徇私情

被誉为“财神爷”的他，手中有钱

有权，不少单位和个人想通过各种关

系找他开口子、要拨款，但他遵循“不

批人情款”的公开承诺，始终坚持一条

原则：该给的不跑也给，不该给的跑也

不给。

2003年10月，一位在偏远乡财政

所工作的干部因父母年老多病，丈夫

下岗后去外地打工，小孩无人照顾，就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李局长写了一份

报告，请求调动到邻近县城的财政所

工作。李德忠派人了解情况属实后，及

时满足了她的愿望。为了表示感谢，这

位干部将装有2000元的信封送到了局

长办公室，李局长发现后立即将这笔

钱退了回去。

他坚持“公事公办，公事办公室

办”的工作信条，从不以权谋私。刚开

始农村税费改革时，为了联系 18万农

户的农业税纳税登记证印刷业务，一

公司老板由熟人引荐拜访他，名烟名

酒拿了一大袋，并加“业务回扣”红包

一个，请他帮忙。李德忠毫不客气地

说：“登记证必须实行政府采购招标，

我不缺钱用，你也莫害我。”来人只得

悻悻离开。

人们都说世间难过人情关。李德

忠不认这个“理”，顶住了各种亲情的

压力，摆脱了各种关系的纠缠。有一

次，他的一个亲戚在县城买房但不想

交契税，找他说情。他说：“论感情我

们亲如兄弟，但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我

不能带这个头，请你理解我的工作。”

最终这个亲戚的契税一分钱也没有少

交。

在当好全县“大家”的同时，对财

政局这个“小家”也不徇私情，在对局

机关的经费预算安排上不搞特殊，不

打“大财政”的主意，用他的话讲：财

政部门要带好勤俭节约的好头，在经

费上不能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作者单位：湖南省桂阳县财政局）

地方动态

江苏楚州：财政资金分配实行“六个倾斜”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财政局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有限财力用到干实事的一线，用到干成事的部

门，对财政资金分配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前提下实行 “六个倾斜”：一是 “以人为本”，向力保行

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倾斜。该区去年预算安排人员经费 3 .6 亿多元， 占总财力支出近 70% 。二

是向招商引资、社区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等所需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倾斜。三是向为区里争得荣誉的工作和

单位倾斜，对于在工作中力争主动、出亮点，在省、市荣获先进的单位在经费上尽力给予保障。四是向为全

区人民办实事倾斜，特别是涉及到需财政配套经费的，千方百计筹措给予保证。五是向重点社会发展事业倾

斜，特别是加大 “三农”、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支持力度。六是向基层一线倾斜，特别关照乡镇、

社区、环卫等一线部门和单位。  （赵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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