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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多  边疆党旗红
——记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党支部

杨正良

从昆明出发，我们 乘汽车沿 东

南方向走，经过 10 个小时的行程，

翻山越岭近 500 多公里，终于到了

我国与越南 交界的边境小城——河

口。在来河口 之前我就多次听说，

这个小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作

为财政部门的干部，我更关心发生

在财政部门和财政职 工 身边的故

事。怀着急切的心情，我们来到了

河口 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一幢极其

普通的依山修建的办公楼，楼前的

小院收拾得整齐干净。办公楼墙上

挂着许多奖牌： 1 9 9 8 年国家人事

部、财政部授予的 “全国财政系统

先进集体”、
1 999 年云南省委省政

府授予的 “省级文明单位”、 2 00 0

年红河州委州政府授予的民族团结

进步 “模范集体”、 2 0 0 0 年河口

县机关党委授予的 “先进党支部”

等 1 0多块奖牌。看到这些闪闪发光

的奖牌，还有谁不相信这里发生过

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呢？河口 故事

多，是因为这里有特殊的环境，更

有特殊的人群。

河口 县 与越 南 老街省 山 水相

连，隔河相 望。历 史上，这里曾

是 “ 南 方丝 绸之路” 的 第二 条通

道。后来，这里又成为滇越铁路、

昆河公路与越 南铁路、公路的连接

点，还是红河航道抵达越 南海防的

重要码头。河口 由于有便捷的水陆

交通优势，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

进行经济、 文化 交流的重要通道，

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被国务

院确定为国家一级口 岸。河口 县是

一个山 区占 98% 的小县 ，在 1 33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 着瑶、

苗、壮、 布依、彝等 2 0 多个少数

民族 ， 7.6 万人口 的小县，少数民

族人口 占 6 1 % ，是集边疆、 山 区、

少数民族地区、战区、 贫困地区为

一体的边疆小县。河口 县 面 积不

大，可是地貌复杂，海拔高差大，

海拔最高处 2354 米，最低处仅 76

米，是西南地区的最低点。由于基

础条件差，环境艰苦，财政 自给率

低，在这里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

艰辛和努力。河口 县财政局党支部

在艰苦的环境中，牢记党的宗旨，

坚持走群众路线，紧紧地把财政职

工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营造出一

个团结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激

发了职 工的工作热情，发挥了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 范作用，是群众心目 中的楷

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河口 县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战争时期是前线，和平时期是改革

开放的前沿，可以说，这里不论是

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考验

和锻炼人的大熔炉。多年来，河口

县财政局党支部从抓领导班子建设

入手，坚持用高标准、 严要求抓班

子带队伍，领导干部带头，严于律

己，为人表率。要求群众做到的，

领导和党员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

做的事，领导和党员首先不做，领

导干部和党员用 自己的言行为职工

树立 了榜样。

在 1 9 79 年对越 自卫还击作战

中，河口 县财政局党支部积极响应

党的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胜

利” 的号召 ，组成民兵班。由 党

支部书记、 局长孙世荣担任民兵班

长，支部委员、 副局长王锡光担任

副班长，在气候非常湿热、 生活供

给困难的情况下，民兵们有家不能

回 ，忍受着近 4 0 摄氏度的高温天

气，住在防空洞里， 负责调度资金

管好 支前物资，还要担 负守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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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晚上要负责查哨。吃的是青

菜、野菜和咸菜，有时没有菜吃，

只 能 用 酱油拌饭。在自 卫还击战

中，因忘我工作，成绩突出，支

部书记、 局长孙世荣，职 工 周 家

猛、王英 3 人荣立 了三等功。

平时，党支部非常重视加 强思

想政治工作， 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武

装人，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党支

部有个传统，就是凡有新人进财政

局工作，党支部和领导班子都要给

新来的职工讲一次政治课，讲为人

民管家理财的重要性，教育他们在

工作中要正确使用权利，认真履行

义务。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全局职

工积极进取，爱岗敬业，在各自的

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中越关系缓和

以后，河口 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两国边境贸易增多，社会上有的人
经 商 发 了财 ，也 有的人经 不 住

“黄 、 赌、 毒” 的诱 惑走上 了犯

罪道路，可是，财政局始终人心不

散，大家都能自觉抵制各种诱惑，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违纪案

件，没有一名职工 因违法违纪受到

过处罚，而好人好事却不断涌现，

这与财政局党支部出 色的工作是分

不开的。

开拓创

业 精心理

财

河口 县地

处边疆，农

业 生产 方 式

原 始 粗放，

生 产 力十 分

落后 ， 工 业

几 乎 是 空

白 ， 加 上 受

战 争 影 响 ，

经 济建设 严

重滞后，从 1 979 年到 1 988 年的十

年里，全县财政收入累计仅有 594

万元，财政支出 6988 万元，自给

率仅有 8.5 1 %。为政府管家理财的

财政职工，不安于靠上级补贴过日

子的现状，发扬艰苦创业、开拓进

取的精神，支持生产，积极生财；

加 强管理，精心 理财， 1 98 8 年至

2000 年 12 年的时间里，全县财政

收入从 159 万元增加到 3888 万元，

增长了23.5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

长，凝结着财政职工辛勤劳动的汗

水。

长期以来，河口 县抓住机遇，

发展边贸，筹措财政资金促进经济

和社会 事

业 发展。

他 们利 用

地处中越

边境，县

城距越 南

老街省省

会仅有 两

三 公 里的

区 位 优

势，建成

了繁 华的

边境商贸

城市，使边贸税收占 全县财政收入

50% 以上，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财

源。同时根据县政府提出的 “六个

万 亩园”（ 即热带水果 、 草果、 八

角、 南药、 用材林、橡胶）的发展

规划，财政局从资金扶持等方面引

导农民群众 “上山栽草果、八角，

河谷一带栽香蕉、 菠萝，村头地角

种南药”，大力支持农科部门到东

南省区调运水果良种，对农户种肉

桂和八角给予补助和优惠政 策，使

农业四 税从
1 988年的92万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1 029 万元，促进了资源

变财源，实现了农村经济和财政收

入共同增长。

财政局长期坚持收支平衡，略有

结余的财政工作方针，牢固树立财

政平衡观念，坚持量入为出，一手

狠抓税收征管，使财政收入持续、

快速增长；一手狠抓财政支出的严

格控制，强化预算管理，提高理财

质量。首先是把好预算编制关。对

县 级机关经费实行 “零基预 算”、

定额管理；对实行有偿服务的事业

单位 则 采取 “核 定收 支、 定额 包

干、 超收结 余留 用 、 短收超支不

补”的差额管理办法，把事业费支

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其次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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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公费医疗管理办法。在加 强定点

医疗管理的同时，实行财政、卫生

联合定期审核报销制度，有效地杜

绝了医生乱开大处方、人情处方和

病人虚报冒领公医费的现象，扭转

了公费医疗支出急剧膨胀，财政无

力支出的状况。仅 1 994年全县公费

医疗支出就比上年度下降了 2 1%。

第三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量入为

出、量财办事，把财政支出控制在

人代会批准的预算范围内，保持收

支进度相衔接，确保 了财政收支平

衡。在全州 6 个边疆县中，河口率

先摘掉了 “赤字县” 的帽子。

时刻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

上

河口 县财政局有一个好传统，

每当职工工作上、生活上有困难，

或者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时，局领

导一定会及时赶到，帮助职工解决

困难，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职工心

上。职工黄桂芝，母亲患脑溢血病

逝，即将分娩的她 匆忙赶回 农场家

中，由于近几年农场不景气，家里没

有积蓄，钱不够用，正急得发愁准备

回局里借钱时，受党支部的委托，局

长李莲青带领办公室主任白勇一行4

人赶到了几十里路外的黄桂芝家，

送来了全局职工捐献的 1500 元钱，

表示 党组织和 全体职 工 的真诚慰

问。黄桂芝含着眼泪说：“这真是雪

中送炭，使我在困难的时候真正感

受到 了党组织和集体大 家庭的温

暖”。
1 999 年 1 0 月 8 日，职工叶道

华深夜 3点接到 80公里外老家弟弟

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病重，请速赶

回 家，当叶道华赶到家时，父亲已

经病故了。当他打电话向局长请假

时，局长耐心地安慰他，叫他不要

着急，放心把丧事处理好再回 单位

上班。第二天，局长和工会领导带

着职工 自愿捐赠的 1 000多元钱，赶

到了叶道华 80 公里外的老家慰问，

叶道华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 说 ：

“党支部、局领导和职 工的关心之

情，使我备感温暖，我决心在今后

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用

实际行动来报答党支部和大家的关

心 ”。安葬完父亲的第二 天，叶道

华安慰了母亲和 80岁高龄的爷爷就

赶回 了单位。
1 995 年 8 月 1 7 日，家住冷水

沟小区的陈丽君和罗仲瑛两位退休

老职工的房屋被 泥石流淹没， 财政

局党支部听到消息后，号召 全体干

部职工立即投入救灾工作。在抢险

队伍中，共产党员冲在前面，局长

李莲青带领职工 奔走在过膝深的淤

泥中抬东西，挖泥抬泥。淤泥陷得

人难以走动，山上泥石流还在不时

地往下滑，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

险，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全体干部

职工苦干了两 天，搬挖了十多车垃

圾和污泥，保住了两位退休老职工

的房屋 ，还为两位老人打扫 了家里

的卫生。抢险队临走时， 罗仲瑛老

人流着感激的眼泪说： “感谢大家

的帮助，是财政局党组织为我保住

了这个家”。

河口 县财政局党支部组织职工

开展挂钩扶贫，将任 务落实到每一

个党员干部。在实施过程中， 当得

知瑶山 乡太阳寨中心小学和独甸小

学即将开学 又缺乏课桌椅时，党支

部及时送去课桌椅 30 套，棉被 1 0

床，并给在校小学生送去价值 300

余元的笔墨纸张，使两校得以如期

开学；全局干部职工捐款捐物，给

独甸村送去 2700 元现金和 240 多件

衣物，使贫困山 区的群众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筹资 3.6 万

元，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开挖 400 多

米长的水沟，修建了蓄水量为50立

方米的饮用水池，还安装了输水管

道，使 7 3 户瑶族群众用上了清泉

水。河口 县财政局被县委县政府评

为 “挂钩 包村” 扶 贫先进单位。

民族团结和睦的大家庭

河口 财政局是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 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局干部职工

的36%，财政局领导班子是多民族团

结协作的典范。领导班子和支部成

员中，有三种少数民族，他们团结得

就像一家人一样，为职工作出 了榜

样。

为了激发职工团结向上，热爱生

活，增强集体观念的高尚情操， 财政

局利用节假日组织职工 与共建单位

搞联欢、野炊等活动，促进交流，增

进友谊；经常组织职工参与各项文

化体育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财

政局职工 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经

常被选为代表县里参加 庆典和接待

活动的保留节目， 为县里赢得 了荣

誉。在河口 县，一提到要搞大型活

动，县委、 政府首先就会想到财政

局。由于 党员干部的模 范带头作

用，全局职工都有高度的集体荣誉

感，为了集体荣誉， 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在近年来州、县组

织的体育比 赛和文艺汇演中，多次

取得了好成绩。

我离开河口 回 到昆明已经很 长

时间了，但河口 县财政局党支部一

班人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干

部职工 爱岗敬业、 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仍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每次

谈到党组织和党员话题时，我都会

不厌其烦地讲起河口 的故事，它的

确给人以鼓舞和鞭策。
（作者单位：云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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