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农业税及附加负担上限 8 .4 % 的

基础上，逐年下调一定比例。由此

减少的收入通过精简乡镇机构、压

缩人员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渠道解

决。
对此，专家认为，一方面改革

方向是明确的，农村城市应该实行

一套税制，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公平

税负。因为只有在公平税负的条件

下，各经济主体包括经营工业的主

体和经营农业生产的主体，才能够

实现公平竞争，从而优化资源 配

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整个城乡

差距缩小、实现城镇化是一个历史

过程，因此，统一城乡税制也是一

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

刀切。东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农

民收入增长已经很快了，但是，中

西部还有相当多的地区经济发展滞

后，农民还很贫困。所以要完全把

税制统一起来，需要分步走，稳健

地一步步来实现。
有专家建议，国际上一些国家

的通行做法是在农业政策上体现对

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和产

业工人的税收照顾；农业可以 获得

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扶持；所有企业

和个人适用同样的税种，不单独对

农业设置税种。我国的农业税制改

革应借鉴多数国家统一城乡税制的

通行做法，废除对农民征收的各种

农业税，改征农用土地税或农用土

地使用税，把农产品和种田的农户

纳 入 增值税 和个人 所 得税征 收范

围，并在较长时间内缓征或免征。

艺 苑 文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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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之夜刚过，翌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妻正甜

蜜地端详着我。见我醒 了，她立即收敛笑容摆出一

副严肃表情，已与昨日 那个被葡萄酒和幸福熏蒸

得面若桃花的新娘子判若两人，她故意妖嗔道：
“晓禾，快起来，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活是开
始了！我们俩也清楚地意识到：除了爱情的甜 美，

我们还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
、

醋
、
茶……

按婚前约定，由妻出任“家庭财政部 长”一

职，统领全家财务。妻当时套用一句俗语说服了

我：“女人管汉，金银满罐”。我虽为一介文人，

但也不能完全做到超凡脱俗，金银满罐的好事有

谁不想！于是便 两票也就是全票通过了对她的 “任

命”。婚后，妻这个“财政部长”正式走马上任，

她料理 家庭财务确实有着许多的 实招和妙招，而

且几年来成效渐显，除去日常开支，家中存款达到

了六位数 ，这对于普通工 薪阶层 家庭来说 已属不

易。于是，她便以 一杯牛奶和一包戒烟糖作为我的

“润笔”，让我将她的 “经验做法” 写出来。一来她

自己想露露脸儿，二来也想借此与天下所有的 “家

庭财政部长”们交流、商榷和切磋，旨在进一步提

高家庭财务 “管理水平”，振兴 “家庭经济”。
概括起来，咱家 “财政部长”的理财妙招有以

下几种：“综合预算” 法、“部门预算” 法、“‘ 照

此计算’戒勉”法、“严格支出顺序” 法、“专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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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法和“流水无情” 法，等等。

“综合预算” 法。通过对36个月

家庭收入情况的全面掌握，她弄清

了我们每月的收入构成是：我俩的

工资、 补贴，我的月平均稿酬，我和

她的年终奖金均摊到每月的份额。
她在每年年初就科学而相对精确地

预算出我们每月的收入约为 3500
元，全年收入约42000元，每月的支
出约为 2000 元，全年支出约 24O00

元，节余约16000至20000元——此

间还考虑了预算外一些特殊的收和

支，真正是做到了全年家庭财务“心

中一盘棋”。
“部门预算” 法。我们家中的 “部

门”， 实际上就是几 个家庭成员：

我、她，后来增加 了儿子。尽管儿子

和我在妻的心 目 中属于 家庭里的

“要害部门”，但在“部门预算” 上虽

心慈却绝不手软，一是一，二是二，

毫不含糊。儿子除学费、上兴趣班费

用、保健费用和“有利于儿童心 智活

动”的开支费用外，我除 了电脑耗

材、投稿和查资料上网费用及“其它

正 当开支”外，想在预算环节超支超

拨一分钱也没门儿。她对自己的支

出预 算更是严 格 ，用 她 的 话说就

是：“领导者首先就应该作出表率

嘛。”如 此铁手铁心铁观音，如果不

严格按照她的 支出预算方案行事，

我们父子还有别的办法吗？

“‘照此计算’戒勉” 法。她让我

们 家形成了一个规矩：如 果哪位 家

庭成员在某天 无意义地多花了哪怕

5元钱，那么另外两个家庭成员就会

给他（她）“照此 计算” 地算一笔细

账，以 示警醒：“X X 同志，如 果你

每天乱花5元钱，一年365天就乱花

1825 元， 十年就乱花18250 元，二

十年就……”哦，哦
，
打住吧，“照

此计算”下去几乎快要接近“天文数

，

字” 了，受戒勉者内心不感到震动和

内疚才怪。看以后谁还敢再轻易乱

“严格支出 顺序”法。咱家“财

政部长”定 下的每月支出顺序是：首

先保儿子的营养费和教育、娱乐、服

饰费；二保全家食品、水电气等基本

生活费；三保晓禾同志的写稿、投稿

成本支出；四 保偿还按揭买房贷款

月供本息费；五保交通、通讯等家庭

运转费；六保每月定额储蓄。在实现

前面 “六 保” 的基础上如果还有盈

余，方可适当考虑女性化妆品、男女

时装、娱乐性上网费、短途出游、香

烟等支出。
“专款专用” 法。她的此法又可

形象地称之 为 “每月资金分装入袋

专用” 法。她一般是将上月部分收入

用于下月 支出，并将现金分装在不

同的纸 袋里。她的这些纸袋上往往

标注着这样的字眼和数据：日常开

销（食品、水电气、生活常用品）800

元 ，按 揭 买 房还贷 月供

600元，储蓄 1500元，等

等。除“储蓄” 袋外，

其它纸 袋中哪个有

出 现 “ 财 政 赤

字”危险的，那么

相应项目的开支

就 必 须 打 紧 节

约；如 果哪个纸

袋用到月底尚有

节余，则全额转

入“储蓄” 袋，

归入家中“国

库”。其它纸袋间的钱她是绝不允许

“平调”和“挪借”的，对此她的态

度很果决：“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坚

持专款专用！”

“流水无情” 法。妻在单位里的

角色是会计师，她专门 为 家里财务

收支列 出一本明细流水账，并真正

做到了 “流水无情”。哪怕只是收支

一分钱，她也会据 实详载，绝不漏

记、错记。家庭财务收支一览眼底，

收支多少，节余多少，一目了然。这

本“流水账”还成为她观察、分析家

庭收支情况的 “晴雨表”，有利于她

随时调整“家庭财经政策”，充分发

挥 “家庭财政”在理财中的 “杠杆”

作用。

妻还有其它一些理财妙招，比

如 “收支两条线”。当然，一看这说

法你就该知道负责收的是谁而负责

支的又是谁了，反正现在女权闹得

凶，我也不惮为读友们道了。因为我

想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

兴 家。兴 家立业是连着的，家兴了，

对我们的立业更是不无裨益……有

此理财的 “家庭财政部长”，虽说是

“抠 门 儿 ” 了 一

点，但如果我和

儿子还不想让

她“连任”的

话，那我爷儿

俩 可就真是

傻 大 了

哟……。

（ 作 者

单位：四 川省

南 充市高坪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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