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不惜舍去县直机关公务员身

份，到乡下当一名招聘干部，并与农

民一起筑堤造地，发展果业，因公负

伤落下终身后遗症也无怨无悔的事迹

后，她对自己以前的理想抱负产生了

怀疑， 17 岁的她压根也没想到中国还

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穷得连 5块

钱的农业税都交不起。李元的脑海里

不断闪现着黄林志挎包里的一枚枚硬

币，那一枚枚硬币既反映着山区农民

的呼唤，更体现着黄林志执着的事业

追求。李元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毕业后一定要像黄林志、 徐礼顺那样

不恋喧闹的城市生活，把自己的科学

文化知识和青春全部贡献给山区的经济

发展，圆自已一个帮贫困农民脱贫致

富的梦想。

山区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山区的

农民之所以难脱贫，是因为山区没有

“永久”牌的人才。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的

学生听完“双先”事迹报告后，一个个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向校党委和

学生组织递交申请书，强烈要求毕业后

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2000级学生李杜鹃因

病错过了一次听报告的机会，12月9日，

她专门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赶到了

“双先” 代表为武昌区财政局作报告的

会场，给自己补了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

课。她感慨万千的说：“听了‘双先’模

范们的事迹报告，大城市的魅力在我心

中已黯然失色，中国的大农村不正是一

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吗？面对未来，我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艰苦、落后的贫困农

村，实现自己报效衣食父母的远大梦

想！”

12月 10日，湖北省财政系统“双

先”模范代表们结束了巡回报告，带

着笑容，带着赞美，带着重托， 又

回到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平凡工作岗位。

他们的动人事迹、 人格魅力和在平凡

岗位上创造出的业绩，将永远激励4万

多财政人在新的世纪共筑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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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架起连心 桥

——湖北省安陆市伏水镇财政所

推行政务公开见实效

姜玉中  朱文章

财政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干好

财政工作，需要财政干部的共同努力和

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湖北省安陆市伏

水镇财政所把政务公开作为联系各界的

桥梁。通过近两年的常抓不懈，架起了

连心桥，得到了各界的大力支持，促进

了各项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1998年，

被孝感市委、市政府授予“最佳文明单

位”称号，连续两年被孝感市团委授予

“青年文明号”，被安陆市委、市政府和

镇委、镇政府评为“先进单位”，在镇人

大组织的评议活动中，被评为“最满意

单位”。

收支公开  领导放心

乡镇财政所接受市财政局和乡镇政

府的双重领导，以线上管理为主。推

行 “政务公开” 前， 镇委 、 镇政府

认为财政所的人事权在市财政局，财

政所对他是 “阳奉阴违”，对财政资

金的收支放心不下，总认为财政所有

“鬼”， 和政府不是一条心。推行政

务公开以后，财政所把政府最为关注

的财政收支执行情况作为公开的重点，

切实做到 “收支公开”， 一是定期向

人大、政府报告工作；二是定期报送

相关报表；三是定期汇报财政所自身

资金的使用情况。通过政务公开，财

政所的预决算编制、 预算任务测算、

支出安排、支农资金等所有的工作都

向党委 、 政府公开， 使镇党、 政领

导摸清了财政家底，熟悉了财政有关

政策法规，了解了财政的困难，融洽

了财政与政府的关系，从而增强了对

财政部门的信任感，财政工作也成为

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由过去专门

找财政要钱转变为狠抓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重视效益财政建设，主动把精

力放在培植财源上，使年度财政收支

平衡的阻力明显减少。以前，推行“零

户统管”工作，镇各分管领导为各自分

管的部门说话，给“零户统管”工作添

阻力，“收支公开” 后，他们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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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部门与财政的关系， 给各部门

讲政策、 做工作，促进了 “零户统

管”工作上台阶。2000 年元至 10 月，

专储率达到了 100%，专储额达 180万

元 。

所务公开  干部齐心

财政所干部职工能否扭一股绳，

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是干好财

政工作的关键所在。推行政务公开

后，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切实把

“所务公开” 落到实处，让财政干部

职工 “齐了心”。坚持干部职工最关

心什么就公开什么，想明白什么就说

什么， 对热点、 焦点问题，毫不回

避地予以公开，向干部职工真实完整

地说清各项工作的来龙去脉。对财政

所机关内部的财务收支情况（包括：招

待费、 会议费、 电话费、 差旅费、

医疗费等），每月列项公开；对单位大

宗物品采购做到事前公示，由 3名以上

财政所人员同去采购；对干部职工工

作考核、 奖惩、 评先、 入党情况，

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全体干部职工投

票的方式，民主产生；对职工福利的

分配方案，由所务会成员集体研究。

推行 “所务公开”，给了干部职工一

个明白，还了领导一个清白，增强了

大家的凝聚力，在工作面前都能识大

体， 顾大局， 齐心协力，尽最大努

力完成各项工作。“所务公开” 前，

专管员文小洪同志是一个有名的 “调

皮鬼”， 爱说 “怪话”， 经常跟领

导对着干，所务公开后，感觉在财政

所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的民主氛围，

是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

在2000 年的夏征期间，他连续十五天

吃住在乡湾，较好的完成了夏征收

入，还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个人的全年

征收任务。

政策公开  群众舒心

交明白税、 放心税是广大群众的

迫切愿望。财政所大力推行 “政策公

开”，对“农业四税”的征收依据和税率，

预算外资金、基金征收的政策依据和

征收标准，财政工作的办事程序（包括

预算拨款、农税征纳、预算外资金管

理拨付等程序），在财政所的大门口进

行常年公开，对 “农业四税” 及其

它税费的完成情况和财政票据的领用情

况，每半月一公开。为了把 “政策

公开” 落到实处，去年初，财政所

编印了40 多条政策宣传提纲，分发到

每个专管员和协税员，并下村到户宣

传政策，对重点村、重点组还组织专

班集中讲解；又借助 4月份的税法宣传

月活动，向全镇 40多个村印发了 1200

份《告广大农民的一封信》，把政策

知识交给农民，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权

利与义务，让农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

税， 什么是费， 什么该收、 什么不

该收。“政策公开” 受到了很高的评

价，农民们反映，“这样就好了，该

交不该交，我心里有谱了，把该交的

钱交了， 我心里舒服”。“政策公

开”使广大群众熟悉了有关政策，让

财政干部与农民的心贴近了，从而理

解支持财政工作，许多纳税户主动缴

纳税款，促使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提

前半年完成了收入任务；有的甚至送

税上门，送税上门率达到了 3 0 % 以

上，减轻了财政工作量。

规范制度  增强责任心

认识是否正确，工作制度是否健

全，是工作成败的关键，政务公开工

作也不例外。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成

立了由所长任组长的政务公开领导小组

使政务公开有了组织保证。领导小组

从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入手， 组

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政务公开

的重要意义，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搞好

政务公开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

根据上级有关精神结合自身实际， 建

立健全了政务公开各项制度，并狠抓落

实，增强了大家的责任心。制定了《基

础工作管理制度》， 实行挂牌上岗、

挂牌办公，设置举报箱、举报电话和工

作意见本等，搞好政务公开的基础工

作。制定了《政务公开监督制度》，一是

选举产生了财政所监督小组，负责监

督所务会，特别是正副所长在工作中

的办事情况，及政务公开的全过程，

发现了问题，监督小组有权制止；二

是聘请社会监督员对财政工作及政务公

开进行监督，对他们提出的建议和问

题及时给予答复和解决。去年初，社

会监督员提出，农业特产税征收与实

际不符，财政所就组织专班，进驻农

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全镇农业

特产税的征收情况进行了调查，重新

下达了征收任务， 给农民算了一个明

白账。如对刘畈村， 通过调查测算，

调减税收任务近 3000元；三是以农税

协税员为骨干， 建立村级监督网络，

每季召开协税员会议，认真听取协税

员掌握了解的基本情况；建立《所长

接待日制度》，每周一接待各方面的

来访者，了解和解决财政工作中的问

题。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用制度来

约束人，切实增强了大家的责任心。
（ 作者单位：湖北省安陆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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