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苑风貌 栏目主持：张 沁

点柳成金
——记河南省固始县三河尖乡财政所党支部

河南省财政厅

固始县三河尖乡是河南省的 “锅

底子”，平均海拔仅22.04米。淮河、史

河、泉河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十年九

灾。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十几年后的1991

年，全乡仍没有一间砖瓦房，群众过着

“家中没有隔夜粮，一年到头闹饥荒”的

日子。全乡财政收入不足30万元，别说

搞生产、建设，就是连发放干部、教师

工资也没有着落。

是躺在娘怀里要奶吃？还是自我造

血求生存？面对严峻的现实，三河尖乡

财政所党支部的抉择是：针对三河实际

走一条灾区财政发展的新路子，上为国

家分忧解难甩包袱，下为百姓脱贫致富

搞服务。

栽 柳 抗 灾

“白浪上岸连树卷， 黄沙侵宅势

掩天”。1991 年夏，一场灭顶之灾的洪

水过后，全乡上下满目疮痍。群众几乎

都处于“吃饭没粮，烧锅没柴，花销没

钱，走投无路”的地步。而重灾区的汤

岗、蚌山等村的不少群众采集野生的杞

柳条，运用原始的柳编技术，编织出各

式各样的簸箕、笆斗，换来一些柴、米、

油、盐，勉强度过灾年。

这个简单事例给财政所党支部以启

示：柳条是生命力极强的灌木，既耐旱

又耐涝，而淮河行洪滩区大面积的滩涂

洼地不利于种植粮食作物，种植柳条却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何不变滩为地，

变废为宝，走一条生产自救的新路子，

让柳条变成“金条”？乡财政所积极向党

委、政府建议：引进优质条母，扩大种

植面积，变野生、 零星种植为规模种

植，使柳条变为灾区的绿色财源，财政

收入的增长点。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乡党委、政府的

赞同和支持。1991 年底，为备齐条母，

党支部书记、所长叶照君带领支部一班

人千方百计上跑下借，发动乡村干部集

资，七拼八凑筹集了22万元资金，于腊

月 22 日昼夜兼程直奔全国优质柳条基

地——陕西省靖边县。到靖边县城时，

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大小旅社都已关

门，数九寒天他们只得互相依偎，在车

站里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柳

条基地，纯朴的河套人被他们的精神所

感动，以最优惠的价格让给他们30吨最

优质的条母。

柳条是拉回来了，但栽插又成了问

题。让吃不饱肚子的农民不种粮而栽

柳，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了说服农

民，财政所认真核算了柳条与粮食的收

入比例，得出了“一亩柳条等于五亩小

麦，一个柳编户等于一个小企业”的结

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把“柳”字

经念到农民心里去。又从上级财政部门

争取支农资金8万元，借给农户。当年，

全乡栽插柳条 11000亩。

柳条好不容易插上，谁料1992年夏

季，雨行旧路，又一场历史罕见的洪

水啸集于此，新插的柳条随时都有付之

东流的危险。水情就是命令，为保住这

来之不易的成果，全所人员冒着生命危

险在 2000多米长的汤岗大堤上奋战四

天三夜，水泡日晒，分不清泥水和汗

水，几天下来人人脱了一层皮。艰辛的

努力，换来丰厚的回报。1992年收获柳

条 13000吨。农民得到了实惠，尝到了

甜头，纷纷说： “以前俺们捧着金碗没

饭吃，守着金滩没钱花。现在可找到致

富路了”。插柳的成功，使该乡当年财政

净增收 10余万元。

编 柳 生 金

万亩柳园是建起来了。但随着柳

条面积的增加，柳制品的产销矛盾日益

突出：柳条价格低，农民将柳条当柴烧；
编出的柳货卖不出去，还是当柴烧！农民

埋怨乡政府瞎指挥、财政所瞎参谋。但

财政所党支部一班人并未退却，而是冷

静地分析市场，寻求出路。悄悄到当时

豫皖交界最大的柳编基地——安徽阜南

曹集，暗访了柳编发展的秘诀，“偷”来

了许多真知灼见。乡经济工作会议上财

政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河尖的柳货

之所以卖不出去，一是工艺落后，缺乏

精品意识；二是规模小、缺乏产业意识；
三是囿于当地市场，缺乏开拓意识。在

他们的建议下，乡政府组织部分柳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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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户，改变传统编织工艺， 生产精

品，并于1992年参加了第71届广交会，

结果一举成功。

从此，他们抓住柳编业，咬定广交

会，瞄准国际市场，以柳编大户为重点

扶持对象，建立一批柳编企业。1993

年，他们又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90

万元，重点扶持17个柳编大户，帮助他

们购买柳条，扩大生产规模，当年底，

这 17 个柳编大户都发展成为柳编生产

厂家，各拥有固定柳编户80- 200家不

等。不到半年，三河尖乡便形成了以灾

区10个村为主体、岗畈7个村为辐射的

柳编经济“特区”。

“艺到工处是妙笔。”财政所党支部

把柳制品的工艺改进当作柳编发展的生

命线来抓。帮助柳编厂家先后引进了包

装、烘干、喷漆、染色等新工艺，陆续

开发出木编、草编、藤编、篾编等新的

系列产品。在广交会上，该乡的柳制品

以独特的风格和高雅的品位，赢得外商

的青睐。几乎与此同时，三河尖乡柳编

业的产品营销队伍也建立起来了，相继

建立了驻外办事机构。营销员们从我国

的各个口岸传来订货成交的喜讯，其产

品大有“浩浩荡荡出国门，风风火火闹

九洲”之势。趁势而上，1993年 6月，

经多方努力，组建了由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河南省翔宇柳制品（集团）总公司，结

束了三河尖乡柳编业群龙无首的历史，

初步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

龙的 “公司 + 农户”的生产格局。

大笔如 椽

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柳编产业的

“航空母舰”初步筑成。然而要真正驶向

世界，搏击市场经济的风浪，又面临诸

多问题：一是发展资金匮乏，二是外经

人才奇缺，三是企业财务管理薄弱。叶

照君明确表态： “企业生存，就是财政

生存，作为财政所能挑千斤担，不挑九

百九。” 1995 年秋，叶照君拿着自编的

项目书来到省城，一位项目负责人在听

完叶照君念的 “柳编经”后， 似信非信

地决定亲赴千里之外的三河尖实地进行

项目论证。经考察，确实名不虚传。很

快，苏区扶贫、财政借款、以工代赈等

“救命钱”纷纷到了位，银行也开绿灯

了。

2000年，随着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平

息，三河尖柳编业迎来了新一轮的机遇

和挑战。然而，在大量订单面前，柳编

厂家们拿不出先期投入资金。为解厂家

燃眉之急，年过半百的叶照君决定再

“跑”一次。他来到省财政厅农业发展公

司，三言两语，几个回合，叶照君对柳

编发展成竹在胸的谋略及吃方便面住小

旅社吃大排档坐公交车的精神，打动了

老总们的心。省农发公司一笔就拨给三

河尖财政所 150万元财政支农周转金。

拿着这笔“巨款”，叶照君像买柴米油盐

针头线脑那样抠，全部用到企业的身

上。几年来，该所以财政资金为引子，

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吸纳银行和各种

社会闲散资金，围绕柳编生产累计投放

资金6500万元，有效地解决了企业流动

资金问题。

三河尖乡每年都有几百名企业负责

人和农民参加广交会，好多农民或因算

账不精，或缺乏外经知识，生意上很难

成交。财政所人员发挥自身优势，直接

介入，教他们算经济账，给他们找翻

译，帮他们谈判。服务广交会，又成了

财政所一项新业务。在第 76 届广交会

上，他们先后请了7个翻译，16名商务

谈判代理，与外商进行20多场激烈的辩

论和讨价还价，终于创下一次敲定 130

万美金订单的记录。有些企业订了货，

没钱购原料，财政所毫不犹豫地先垫付

资金，组织生产。好多厂家感动地说：

“财政一到，信誉可靠，不添麻烦，吃请

不到”。为能在广交会上运筹自如，该所

1 1 名员工有 6 人参加国际经贸、经济

法、通用财会软件等实用经贸业务知识

的学习，并相继获取中专以上的学历证

书。

“家”大业大，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

个突出问题。在财政所组织下，对各厂

家财务人员进行了财会业务知识培训，

帮助企业设置财务账目，建立健全各

种财务制度。对翔宇总公司实行会计委

派制，乡财政所支部副书记李金木担任

集团总会计师，不在企业拿工资，财政

所不收企业任何费用。同时，对公司实

行定期的财务审计，防止税源流失。

柳编使三河尖盛名远扬。就在三河

尖人沾沾自喜、外地人津津乐道、刮目

相看时，三河尖乡财政所一班人却不愿

随波逐流喝大彩。因为三河尖乡的柳编

并没有实现“满堂红”，该乡西部及北片

的一些村尚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同

时，三河尖柳编对乡外只有自然辐射，

而没有人工辐射，辐射带动效益不大，

长此下去，三河尖柳编难以大规模发

展，在柳编工艺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

天，如不改变固步自封现状，生存也

难。针对这些问题，乡财政所又向乡党

委、政府提出了柳编“双扩”计划，即

在本乡内进行“西进北扩”内扩柳条种

植面积和柳编编织规模，在固始进行

“南下西征”外扩柳编辐射影响和柳编

产业规模。乡党委、政府很快采纳了这

一建议，并着手实施。财政所党支部通

过一系列深入浅出的道理，苦口婆心的

劝说，诚心为民的良愿，终使群众信

服。于是，三河尖乡柳编“双扩”全面

展开：

——十个柳编大厂对口扶助十个柳

编弱村，三个柳编强村对口扶助三个柳

编空白村；乡成校开办柳编速成班，乡

一中开设柳编技能专业课，两年下来，

全乡新增柳条面积 1万亩，柳编户2000

多个，柳编企业 11 家。

——三河尖乡已成功地向周边十余

个乡镇派驻技术人员 100多人，设立收

购站点20多个。目前，固始县已发展柳

条 10万亩，柳编从业人员 20万人，以

三河尖为龙头的柳编产业化集群在固始

初步形成。

着眼于长远大局，即战略。着眼于

现实眼前，即战术。三河尖财政所在扶

助柳编发展中，既讲究战略又讲究战

术。企业改制关乎企业存亡，三河乡企

业虽早已改制，但走不出计划经济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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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立多元化产业集团是摆在三河

尖乡柳编老板面前的当务之急， 也是

财政所党支部的最新任务。经过多番

努力，1999 年 6 月以万正和的第一柳

编厂为核心的企业集团——河南省正和

工艺品集团挂牌。2000 年春，在财政

所党支部的努力下，安徽省远东工艺

品总公司斥资500万元，在三河尖设立

分公司。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 1998

年夏，信阳信息港第一家民营企业上

网电脑在三河尖顺发柳编厂落户。为

使因特网走进三河尖柳编业， 财政所

又是联系电信，又是开办网络技术培

训班，如今，三河尖上网电脑已达 20

多部。因特网带来的最显著的效益请

看 2000 “年报” ： 增加业务 1100 笔，

产值 4450 万元，节省业务支出 180 多

万元。

经过几年的风雨搏击，三河尖乡

柳编目前已发展到拥有两个产业集团、

33 个生产厂家、 3 个驻外办事机构、 1

个国外公司、 6 个相关经济实体，拥

有固定资产 2000万元，流动资金 3000

万元，累计实现产值 9.7 亿元，创利

税 1.6 亿元，创外汇 1.2亿美元。柳编

生产不仅带动本乡8600多户、28000多

人脱贫致富，而且还辐射周边两省三

县十余个乡镇， 成为全国五大柳制品

生产基地之一。柳编产品已发展到 16

个系列，10600多个品种，受到北美、

西欧、东南亚等 88 个国家和地区客商

的青睐。翔宇公司和正和集团成为信

阳市仅有的两家具有外贸进出口自营权

的乡镇企业，三河尖乡相继被命名为

“农业部贸工农进出口基地”、“省

出口创汇基地”、“省乡镇工业行业

利税二十强”。

与此同时，全乡柳条种植规模和

质量也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柳条插

种面积达到了 35000亩，其中高产科技

示范园面积 2600 亩。柳条像金条一样

备受农民的珍爱。

世界之窗 栏 目 主持 ：方震 海

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主要特征

徐 志  施华淼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虽然在基本制

度、资源状况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

有差异，其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也各

具特色，但是，支出预算的一般规律性

决定了他们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仍

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研究这些共性，

对我国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改革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一、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法

制化水平高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

法制化水平相当高，不仅要严格依法

编制预算，而且编制预算这一过程本

身也有明确的法律要求和法律保障。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政府公

共支出预算的编制程序和内容一般都是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政府

公共支出预算有法可依。如法国，预

算法律体系中有宪法和《财政法》（相

当于我国的《预算法》），宪法对预算

程序、预算立法和预算执行机构的职

责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使各部门每

项预算收支都受到法律约束，每项支

出都有法可依，十分有利于进行预算执

行的监督和管理。（ 2 ）预算管理严格依

法进行，法律的约束力很强。支出预

算一旦通过之后即成为法案，财政部

门要严格按照法案支拨款项，非经法

定程序不得任意调整。

二、政府公共支出的管理机

构分工明确并相互制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苑风貌
	点柳成金——记河南省固始县三河尖乡财政所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