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派， 这一创新受到 了省 、 市纪检及

财政部 门 的 充 分肯 定 ， 并 在 全市推

广。2 0 0 1 年 6 月 ， 梁 灵抓住机遇，

乘势 而 上， 成立 了 具有灵 石 特 色的会

计核 算中心， 建立了 “政府主抓， 财

政操作 ， 部门 配 合 ， 纪 委监 督 ” 的

运行机制 ， 并按照 “资 金使 用权不

变，财 务自主权不变， 收 入组织 和 支

出安排权不变” 的原 则，制 定严谨细

致的 “统一资 金 结 算 、 统 一会计核

算、 统一档 案管理 ” 的规章制度 ， 对

财政资金运行 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在 加强 全县财政监 管 工作的 同

时 ， 梁 灵还特别 注重加快财政局内部

改革 ， 推行透明 财政，率先在全市开

展 了会计账簿监 管 ， 分期 分阶段完成

了 全县 826 个单位的会计账簿监 管任

务。2 0 0 1 年，县财政局 实行 了 以 国

库集中收付 为重点的内部优化，按照

资金 “出入口 规范化、 管理模 式化、

操作程序 化、 项 目 资 金 市 场 化” 的

“四 化” 标 准， 重新 配 置股 室职能 ，

使股 室之间形成相 互 约束、 相互 监督
的制衡机制 ，取消预算股 、 综合股等

股 室银行账户， 由新设的 国库股集中

统一管理 全部财政资金， 实行征收、

管 理 、 核 算 、 督 查 “ 四 分 离 ”， 实

现了财权与事权彻 底 分 离 ， 管 事的 股

室不管 钱， 管钱的 股 室不管 事。形成

了 国库股 专管资金， 其它股 室对每笔

资金使用进行事前、 事中、 事后 审核

和 监督 的新机制。
（财政部人事教育 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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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9 93 年 开始， 江 西省赣州市

财政局 先后 在赣县茅 店 、 江 口 、 白

石 、 古 田 等 乡镇 包 乡扶村。所到 之
处 ， 均赢来一片 赞 誉。因 包扶工 作

成效显著 ， 9年 来连年被评 为市扶贫

工作先进单位 ， 2 0 0 0 年 ， 还成 为 全

市唯一受省 里 表彰并推荐到 中组部表

彰的村建 工 作先 进 单位。成绩的取
得， 蕴含着赣州 市财政局领导 与干
部职工扶贫 助困 的一片 爱心， 更凝
聚 着驻村干部辛勤的 汗 水和 心血。

抓好示范点  选准致富路

如何让村 民尽快致富？根据多 年

扶贫 工 作 经 验和 教训， 财政局 领导

与 包 乡扶村 工 作组 的干部深深懂得，

光靠投入有限的资金去 搞救济式的扶
贫 ， 只 能 是 杯水 车薪 ， 向 贫 困 乡村

输血只 是权宜之计， 而 使 贫 困 乡村

学会自我 造血， 则是 具 有根 本意 义

的 大 事。要做到 这一点 ， 首 先必须

认真抓好 典 型 示 范 ， 选 准致富路
子。因此他们提出 了 “先 重点扶持

一批种 养示 范 大 户 ，培养一批农 民

科技骨干” 的扶贫 思路。

白 石 乡村 民黄声榕有丰富的 养鹅

经 验， 但一直是 小 打 小 闹 ， 形不成

规模， 财政局 决 定 将 其 当作示范户

来扶助， 不但 将 其送到 兴国 等地培
训 学习 ， 还 送 了 两 组优良种 鹅 和 三

千 元 做本 钱 。 由 于 养鹅 具 有 成 本

低、 周期 短、 销路好的优势 ， 黄声

榕一年 下 来 ， 靠 养灰鹅赚 了 七八千

元。他乐滋滋 的告 诉别人， 养三 只

良种灰鹅 能抵一头猪。 这 消息一传

开 ， 乡里 人都 来找 他， 争 着 学 养灰
鹅。如今， 全 乡已 发展灰鹅一万 二

千 多 羽 ， 光 养鹅 每户 农民一年 就 能

增收几 千 元。

茅店 乡杨塘村 罗坑村民小 组， 是

财政局扶持 了 5 年的 小康示 范点。5

年 过去 了 ， 如今村 民小 组 长 刘 焕 良

家发 生 了 翻 天 覆地的 变化， 昔 日屋
前光 秃 秃的 荒 山 坡已披上 了 绿 装 ，

茂盛的 柑桔 园 枝叶 迎风 招 展 ， 低矮

破旧 的土墙房已 变成 了 全县 农民中最

漂 亮的 小 洋楼。过去 ， 刘 焕良 与村

里 许 多人家一样 ， 具 有祖传 的 养 鱼

技术 ， 可 祖祖辈 辈 只 是 在门 前屋后

的 小 池 塘 中 养一点 鱼 苗 ， 生活主 要

靠 几 亩 水 稻 田 维 持 。 而 一亩田 只 能

收 几 百 元 ， 累得 半 死， 也只 能 养 家

糊 口 ， 发不 了 大财。 刘 焕 良 清楚的

记得， 是 市 财政局 的 领导 们 带 着 几

位驻村干部来到 村 里 ， 经 过详 细的

调 查 了 解 ， 并带 着 村 里 几 位农民到

外地参观后 ， 向 大 家提出 了 因地制

宜 ， 发挥 优势 ， 扬 长避短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走猪 沼 渔 、 猪沼 果 ， 发展生

态 农 业的 致富路子 。“ 养 鱼 是 好，

但 养 鱼要 有 条 件 ，” 刘 焕 良 感 慨 万

分地说： “过去 村 里 不通 电 ，三伏
天 ， 鱼塘 水中 缺 氧， 想搞 台 抽 水 机

换换氧也 办 不到 ， 常常是 眼 睁睁 看

着 整塘 的 鱼都 死光 ， 一下 就 损 失 几

千 元 ， 想起来就后 怕 。 是 财政局投
资 为我 们 架起 了 电 线 ， 修好 了路，

帮我们 开 发 了 大 面 积 的 鱼塘 ， 使 我

们找到 了 养鱼 发 家致富的好路子。”

现在， 刘 焕 良承包 鱼塘 40 余亩 ，成

了 远近闻名 的 养 鱼 大 户 ， 他激动地

说： “我孵 化的新 鱼 苗品 种 ， 有时

亩 产 能赚一万 多 元 。过去 ， 卖 鱼 苗

要 肩挑着 到 几 十 里 的 地方去 赶集 ，

现在是 四 面八方的人打 电话到我 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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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 因 为财政局给我 们修好 了路，

汽 车可 开 到 我的 家门 口 。我是 脚不
出门 ， 能做八方 生意 ， 没有赣州市

财政局的扶助 ，我 们还不知道猴年

马 月 才 能 达 到 这 小 康水 平。” 刘 焕

良发 家致富 奔小康的 事迹远近闻名 ，

省 、 市领导都 亲临 他家中参观， 因

勤 劳致富 ， 他还 当选 为 江 西省人大

代表。
刘焕珠四 兄 弟，从小 无 父母，一

直过着半饱半饥的 日 子，发 家致富是

他们弟兄 多年 的 梦想。刘焕珠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 对财政局扶贫工作 组的

同志说： “我想养十 几 头猪 ， 但 苦 于

没 资金， 你 们 能 否 帮帮忙？” “ 没问

题，只 要你们走勤劳致富的路， 我们

就会鼎立相助。” 没过几天，工作组就
将 3000元钱送到 刘焕珠手中。为 了让

村 民尽快致富，财政局驻村干部还把
刘焕珠等村民带到 于都学习利 用猪 粪

生产 沼 气的经验， 尝试猪 、 沼 、 果 、

鱼立体生态农业。在财政局驻村干部

的帮助 下 ， 刘 焕珠四 兄 弟越干越欢，

路子越走越顺 ，现在，全家有十 几 亩

鱼塘，每年 出栏生猪 两百 多 头，一年

收 入七八万 元 ，并建起了 四 幢 楼房 ，

日子过得红红 火 火。

财政局的 帮扶，使 贫穷的 罗坑村

民小 组 变成 了一幅 生态立体 农业的 美

丽图 画：山 上 果 园成林， 山 下猪 圈成

排，圈 边 口 口 鱼塘 ，塘畔鹅鸭欢叫 ，

塘 中游鱼成群，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

的景 象。

治穷先治愚  扶贫先助教

白 石 乡的带溪、 上坪 、地头等村

地处 边远， 六七岁的娃娃读小 学一年
级也要走十 几 里 山路；乡中学上地理

课，连一个地球仪也没有；物理课要

做试验， 只 能去 别处借教学仪器；教
学楼因年久失修，遇上下 雨 天 ， 学生

只 好戴 着斗笠上课，食堂的厨 师也戴

着斗笠做饭。 包 乡扶村工作组的同志

们在局领导的带领下 ， 先后 查访 1 2个

村， 1 9所 学校，得出一个结 论： 白石

乡贫 困 落后 的 根源 ， 在于人才 贫乏，

乡民素质差。 治 穷先 治愚， 扶贫先助

教。 财政局 决 定加大教育 方 面 的投
入， 通过兴教助 学提高 乡民的素质 ，

彻 底斩断 穷根。

财政局领导们达成一致意 见， 资

金再 紧张 ，也要解 决扶贫点的教学经

费问题。三年 来，赣 州市财政局通过

努 力压缩 机关 办 公 经 费，控制人、

车、 会、 话等措施，挤出 12万 元资金，

为 乡中学与 几 所村小建起了校舍 ，添
置 了教学设备。 1 998年 “教师节”， 白

石 乡中心小 学披上 了 节 日的盛装， 市

财政局领导 来到 学校与师生们共度佳

节 ， 并向优秀的 师 生 们 颁 发 了 奖学

金 ，还报告 了 两 条喜讯：一是市财政
局将为品 学兼优的特困 生资助 全部学

费，二是财政局机关 44名干部将与贫

困生进行一帮一结对子的扶贫帮教活

动。

贫 困 户刘兰花， 丈夫去世， 自己

又下 了 岗， 上供养一位双目 失明 的老

人， 下抚养两个年 幼 的孩 子 ， 全家人
靠摆小摊勉 强度 日 ， 生活实在 艰难。

没 办法， 刘 兰花只 好让女儿 吴 海英辍
学。小 海英听说要 离开心爱的 学校，

伤心得直落 泪 ， 正 在无 望之时，老 师

告 诉她一个好消息：赣 州市财政局局

长李安 泽将资助 她读书。吴海英不需

为读书而 发愁 了，竟高兴得一夜没合

眼。

过去 ， 白 石 乡因 贫困 ，教学质量

也很差。每年考上县中学的也就一两

人， 而 在财政扶贫助教后 ，教学质量

一年一个台阶， 2000年，白 石 中学这

所昔 日 无名 的 山 沟学校， 有 36名 学生

上 了中专以 上 录取线。贫困生 吴斌过

去 交不起学费，因 自卑 而 影响 学习。

财政局在 乡里设立扶贫 奖学金后 ， 吴

斌发奋学习，每次 考试都争第一， 参

加保送生考试， 名 列 全县 第二……在

着 力扶助 乡村教育的同时， 财政局还

在 乡里 开 办 了各种 农业、 科技培训班
1 6 期 ， 资助 52 名 农函 大 学 员 免费入

学， 使村民逐 步走上 了运用科技发展

农业， 调整 农业产业结 构 发 家致富的

新路子。

真情献山乡  奏响幸福曲

9 年 多 以 来，赣州市财政局在 包

乡扶村工作中， 为 贫困 乡村修路、 架

桥 、 送电 、 建学校、 筑 水 渠， 做了 大

量的好事、 实 事：

江 口 镇山 田 村是 个 “ 雨 天处 处

塘 ， 晴天一块板” 的 穷 乡僻壤。遇上

天 旱 ， 近千 亩 农田 颗粒无收， 村 民

祖祖辈 辈 因 缺 水 而 受 穷。财政局领
导 与扶贫 工 作 组 成 员 来到 这 里 ， 翻

山 越岭经 过 多 方勘 察 ， 决 定开山 劈

石 将 另一条 山 溪水 引 到 村 里 来， 村

民们听说财政局 花钱 为 大 家修水 渠，

高兴得 奔走相告 ， 纷纷投入到 兴修
水 利 的 劳 动之中。这段时间 ， 驻村

干部们一个 多 月 没有 回 家。 他们 与

村 民一道 ， 肩挑手提， 开山 凿石，

忙得不亦乐乎 。 村 民 们 称 赞他们是

实 实 在在 与 民 同 甘共苦的 “三同干
部 ”。 长 长的 水 渠修 成 了 ， 清 清的

溪水饱含着财政干部的深情流 到 了 山

田 村 ， 圆 了 村 民们世世代 代的 梦。

当人类即将进入2 1世纪时，赣县
白 石 乡上坪、 带溪、 塘 基等村的黑夜
仍摇 曳着昏暗的煤 油 灯。在财政局领
导们的 关怀下 ， 经过 多 方调剂 ，很快
筹集 了 1 2万 元 专项 资金。通过财政局

干部与全体村民3年的努 力， 3个村终

于通电 了。

财政局驻村干部经过调 查发现，

白石 乡贫 穷落后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 ，就是 缺 少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集

贸市场。 乡民们赶圩要走十 几 里路到

别的 乡镇去。没有圩场 ，就不能进行

商品 交 易，市场 就 难以 繁 荣，人气、

财 气也就 旺不起来。财政局领导带着

市局机关科室的 同志 多次 来到 白石 乡

与 乡干部们共同进行现场 办公 ， 并制

定出集商业、 贸易、餐饮、 农民新街、

邮 电 等公共事业于一体的市场规划。
2 00 0年元 月 8日 ， 白 石 乡农贸 市场正

式开业，从此结 束 了赣县唯一一个贫

困 乡镇 长期 无圩镇的历 史。昔 日冷清

的 乡政府门 前那坑坑洼洼的小路与荒

芜的 山 坡， 已被平整的水泥 马路与宽

阔的圩场所取代。圩场周 围新建的一
幢 幢 漂 亮楼房，披红挂 绿 ， 贴 满 了祝
愿富裕和兴 旺 的 对联，彩旗、 灯 笼迎

风招展。 乡民在明媚 的春光下 绽开了

笑脸， 从四 面八方涌来， 整个圩镇成

了 欢 乐的 海洋， 连绵不断的 鞭 炮 声 ，

猪 、 牛、 鸡、 鸭的喧闹 与 乡民们的欢

歌笑语汇 成 了一首脱贫致富 的 大合
唱。赣州市财政局 与县 里的领导们都

来 了 ， 看着这繁荣昌盛的景 象， 大 家

深深感到 ： 有 党和政府 关心， 贫困 乡

村奔向 富裕的 日 子不会太远了。

（作者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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