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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头顶着火红的税徽，身穿

蓝 色的税装，迈着骄健的步伐，从
大山 深处走来；我们头顶着日 月，

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沐浴 着改革的

春风，带着绿色的诱惑，从鄂西高

原走来……

我们这群山里娃，或社会招聘、

或公 开招考，或专业分配，有幸步

入了财政 农税事业的殿堂。于是，

我们带着昨天丰收的喜悦 ，把 自 己

溶进 了大 自然，溶进 了大 山 的 怀

抱。

为 了大地的丰收，我们把智慧和

勇 气化作力量，把政 策和科技 化作

犁耙，把汗水和心血化作春雨，一步

一步，一犁一耙，精心耕耘着曾养育

过我们的大山 、土地，播种烟叶、 桑

蚕、 茶叶，翻动着一块 块肥沃的土

壤，等待着丰收和希望。

为了百姓 的富裕 ，我们和着春

风，拂着杨柳，发扬 “辟在荆山，筚

路蓝缕”的楚人精神，辟山、筑路、

架电、引水，帮助父老乡亲们建设自

己的美好家园。就是这缕春风，把昔

日 农 家辍 学孩 子们的 心田 给 滋 润

了，他们跑进了求知的殿堂，吸收着

知 识的养份；又是这缕春风吹进了

村村寨寨，“迎亲队”吹着唢呐走 了

过来，大龄青年 男女 已经品 尝到 了

“花好 月 圆” 的韵味；还是这缕春

风，把 “红高粱模特队”吹进了我们

的山 庄。

为 了府库的 满 屯，我 们的 劳

动、我们的汗水、 我们的心血 ，都

化作了山 区人民为国 家、 为政府作

贡献，尽义 务的实际行动，他们纷

纷掏 出 腰 包 ， 取 出 存款 ， 出 售 木

耳 、 香菇 … … ， 积极 缴纳税款。
星转斗移，春秋 交替。我们把

自 己的理想播进了大地，播撒在大

山 里 ，化作 为国 聚 财的 动 力。春

天 ， 我 们 深知 “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此 时正是 农税任 务 分配 落实

的季节，我们没有迷恋于春 色美景

之 中，走 东 家、 奔西 家，上山 下

乡查菌棚，数耳杆，徘徊于山间羊

肠 小道，奔走于农户田间地角，测
面 积 、 算产 量、 定税收，翻了一

山 又一山 ，过了一岭又一岭，一路

上 盘算着任务与 税 源 ，国 家与 农

民，政策与 法制的新思路。夏天，

我们不 用扬鞭自奋蹄，这个季节，

正是征收 农业税的有利时机，风雨

挡不住，我们走 了一村又一村，贴

标语 、开会 议 、 讲政 策；我们走

了一户又一户 ，找农户 、 开税票、

收款子，汗水湿透 了 衣衫，脚板打

满 了血 泡，直到深更半夜，才有空

挥手揩揩汗 ， 伸伸腰，降温的冰淇

淋 与我们 无缘，休闲的公 园 与我们

无缘。 当 农业税任 务结 零的时候 ，

我们不敢停留， 更不 敢怠慢， 因 为

长征路漫漫， 我们的征 收之路 才开

始 。秋 天 ， 我 们 攻城不 怕 坚， 攻

税不 畏难。为征收特产税，我们挨

家挨户建制立卡， 生怕税费混收，

增加 了农民负担 ， 当 最后一笔特产

税 缴 了库，我们 才把 算 盘 轻 轻一

拨 ，这 才算是 “八月十五 ” 放光

明。冬 天 ，我们 “行 百 里路 者 ，

半九十。” 北风呼啸，雪花飘飘，

这个季节，我们艰难地行走于 乡间

小道，不 畏天寒地冻，要赶在年关

前把减免款送到 农户手中，于是农

家火盆旁，有 了感动的话语，我们

亲切地拉 家常，主人给我们端来了

苞谷糊和山腊肉，寒 气挡不住 苞谷

酒的芳香。
我们这支农税大军，吮吸 着土地

的乳汁，和着泥土的芬芳，从乡间、

从深山 沟那崎岖的小道上走来，我

们身上带有农民质朴、 纯洁、勤劳的

底蕴，更懂得生活的艰辛，知 晓人

生旅途的曲折，我们 百倍珍惜今天

来之不 易的人生仕途，为我们的父

母，为我们的农税事业争光，自 觉

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永远保

持着农家儿女的本色，把灿烂的朝

霞印在农税人生的年轮上。

我们愿作秋风中的竹子，虽消瘦

但不折腰，虽孤独但不动摇，虽税思

但不哀鸣，任凭寒夜苦雨萧瑟，依然

傲骨拔节凌空，永远扎根山区，尽显

农税干部风采。今天，我们大声 高

呼：我们永远热爱农税工作！凭着一

颗 爱国之 心 ，敬 业之 志，奉献 之

情，为 党和人民聚好财，让火红的

税徽映红巍巍的群山！
（作者单位：湖北省 南漳县三景

乡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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