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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 深处 财税情
——记陕西省宁陕县钢铁乡财政所所长高山

沈自新

在秦岭南麓深处有一个叫钢铁乡

的偏僻小山乡，这里仅有 870 余人，分

散居住在 238 平方公里、海拔 1 300 米

以上的深山里，只有一条简易公路与外

界相连。1990 年年仅 19 岁的高山来到

钢铁乡当了一名农税助征员，一干就是

9 个春秋。
几年来，高山带领全所职工大力扶

持财源建设，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

一年上了一个新台阶，名列安康地区乡

镇财政人均财力之首。钢铁乡被宁陕

县财政局誉为“西北边塞的一面旗”，最

近又被陕西省安康地区评为“全区财政

十强乡镇”，受到地区行署表彰奖励。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96 年高山被县委

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1998

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渗透着高山同志

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体现了他扎根

深山、情系财税、实干苦干、无私奉献的

人生誓言。
献身财税  无怨无悔

初到钢铁乡，财政所没有住房，没

有自来水，连最起码的办公桌椅都没

有，生活、工作条件之差可想而知。下

乡征税，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跑完一

个村，起码也得三四天，遇到雨雪天气，

寒风刺骨、大雪封山，交通通讯中断，这

里便与外界隔绝。这样的生活条件与

高山在县城温暖的家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但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也

没有因为他的父亲是县上某部门的领

导而要求照顾，义无反顾地甘当一名光

荣而辛苦的财税干部。
1993年元月初的一天，高山作完乡

财政年终决算表，已是下午四时，第二

天就是他结婚大喜的日子。当晚他背

着账表，冒着鹅毛大雪，踏着没膝的积

雪，翻山越岭，艰难地向县城方向走去，

在茫茫“林海雪原”里步行山路近 100

里，赶到家里已是第二天早上 10 点了。
为了不耽误决算汇总工作，他草草办完

婚事，没有热闹的婚礼，没有浪漫的蜜

月，次日一大早就到县局，全身心地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事过多年，每当

说起此事，他总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妻

子，但妻子却说：“你是所长，又是共产

党员，工作忙，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1995年夏天，正是农业税征收的高

峰期，高山在钢铁乡下乡已有三个月没

有回家了。一 天，接到县城打来的电

话，说他母亲因胃穿孔住进了医院，病

情十分严重，父亲因为着急高血压病也

复发了，二老卧病在床，他犯难了，目前

正是组织财政收入的关键时刻，作为乡

所负责人，如果离岗，影响工作是大事，

于是他毅然决定舍小家为“大家”，给家

里打了一个电话：“爸，我很想回来看望

你们，可是工作实在离不开，我对不住

二老。”他父亲说：“我和你妈都知道，你

要好好干，不要误了工作，家里的事你

不用操心。”是啊，这几句朴实的话，反

映了两代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

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献身财政，就要 干出一番事业

来”。1996 年底撤区并乡后，由于工作

成绩突出，经组织考察正式任命高山为

钢铁乡财政所长，高山成为全县财政系

统最年青的所长，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全乡群众还没摆

脱贫困，乡财政还在吃上级补贴，既然

干上财政这一行，就要为当地经济发

展，摆脱财政困境着想，干就要干出一

翻事业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两三

年内使财政收入翻一番，摘掉补贴乡帽

子，决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大胆改革  振兴财税

1997年撤区并乡后，钢铁乡财政供

养人口由原来 10 余人增加到 86 人，支

出猛增，但收入却上不去。如何确保工

资发放？如何支持发展经济？关键时

刻，高山果断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措

施：在全县率先实行综合预算，对预算

外资金实行统管，缓解财政压力；落实

财政税收责任制，强化领导和一般干部

的工作责任，将收入任务分解到每个干

部头上，并与工资、奖金、津贴挂勾，保

证收入任务完成；建立预算拨款审核制

度，强化财政监督，非正常支出由单位

专题报告，财政所核查把关，乡长一支

笔审批，控制了多头支出和不必要的开

支；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财政行为。当

年，保证了工资的兑现和政府机构的正

常运转，支持了经济建设，得到了上级

财政部门多次通报表彰，在预算管理上

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97 年几项举措的初试成功，使高

山及同事们深受鼓舞，也坚定了全所职

工团结合力，大干一场的决心。1998年

初，高山提出了“整顿征管秩序，规范纳

税行为，走出农税征收被动局面”新的

工作思路，他首先下乡抓好税法宣传，

提高群众纳税意识。同时在全县又率

先推行纳税“三制”（申报制、时限制、奖

罚制）。用近两个月时间对全乡纳税人

逐户登记造册，建立纳税档案；建立了

协税护税网络，聘请 了 16 名协税护税

员；实行税务公开，将纳税人申报的税

种及数额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通

过上述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乡干

部下乡征税，群众被动纳税的局面，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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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干部腾出主要精力抓经济，使政府变

“收税”为“帮助发展经济”，群众变“拖

税”为“上门主动纳税”。1998年仅用了

15天时间就完成了全乡 1 万元的农业

税申报纳税工作，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同

期翻了两番。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农税

稽查，严厉查处偷税行为，堵塞税源流

失。1998年 5 月的一天，高山接到群众

举报，本乡一香菇专业户申报香菇架不

实，他立即带领财政所干部步行 40 多

里山路上山查验，结果查实少报了 161

架，在事实面前这位村民如实地补交了

税收和罚款。
着眼未来  建设财源

钢铁乡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小乡，版

图和林业资源大乡，素有“岭南绿宝”之

称，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在“木头经济”

思想的驱使下，经济发展路子较窄，结

构不合理，致使财政收入渠道单一，一

直难以摆脱财政赤字的困境，1996 年全

乡累计赤字达 4.8 万元，脆弱的经济基

础已难以 支撑政府机构的 正常运转。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高山在深入调查研

究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稳定

增加基础财源，大力发展群体财源，重

点扶持骨干财源，不断培育后续财源”

的财源建设新思路，提出利用当地林

特、矿产、水能、荒山、草场五大资源优

势，全面建设五大财源基地，突出抓好

一批周期短，见效快的林特加工、矿产

开发等骨干财源项目的新构想。两年

来，他和乡上领导、所里干部集中精力

突出重点跑项目、引资金、抓落实，先后

引进资金 960 万元，扶持兴办了两个年

产值过百万元的矿产企业，以活性碳

厂、家具加工厂 、茨改林场、旋品厂为主

的 8 个绿色企业，乡办企业由 1994 年

的 3家发展到 1998 年的 11 家，使全乡

企业总产值和总收入分别达到 640 万

元和 620 万元，年提供财政收入 13 万

元，使其真正成为了全乡财政收入的骨

干财源。群体财源主要依靠当地资源

优势，突出扶持抓好食用菌、猪岑、生

漆、核桃、花椒等生产致富项目，去年仅

食用菌生产就新增 1 万架，仅此一项年

产值 110 万元，年产量 55 吨，年提供税

金 7 万元。同时发展猪、牛、羊、蜂为主

的养殖财源基地建设。目前全乡已养

猪 1100头、牛 160 头、羊 200只、蜂 2000

箱、年收入 80 万元，农民收入明显提

高。随着全乡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也

逐年增加，由 1994 年 7 万元发展到

1997 年的 36.6 万元，4 年增长了 5 倍

多。其中，农业四税占财政总收入的

70% 以上。截至去年年底，全乡财政收

入完成 42万元，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
依法征税  以身护法

1996年 9月的一天凌晨 4时，接到

协税护税员举报，有人偷运木材逃税，

高山立即起床和另一名干部赶到路口

守候，秦岭深山的夜晚，寒气逼人，他们

只好倦缩在村民家牛棚的玉米杆内御

寒。三个小时过后，一辆满载原木的大

卡车被拦下检查，货主一下车就气势汹

汹的对正在执行税务检查的高山说：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看着办”，高

山面对这种“横人”毫不畏惧地说：“依

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按规定

你应缴纳税款，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

货主见威吓不成，便开车逃跑，高山跳

上车门，一把抓住方向盘，冒着生命危

险责令其停车交税，货主不但不停车，

反而让司机加大油门向前冲去，这辆满

载原木的大卡车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

飞驰了 2.3 公里后才停下。货主从没

见过这样收税不要命的人，只好交清税

款 700元。事后，那个货主放话要让高

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朋友劝高山

说：“那个货主地头蛇，惹不起，你不要

死心眼”。高山却坦然地说：“怕死就不

干这项工作了”。
高山不仅舍身护税，而且为政清

廉，两袖清风。1996 年的某一天，该乡

某厂长借谈工作之机将一个装着 2000

元现金的信封放在了高山的桌子上，高

山随即便将此款交于本所干部小刘改

作税款处理，待厂长回来后，派人亲自

将税款送到该厂长手中。1998年 4 月，

该厂长再次来到高山家里，感谢高山在

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厂，使厂子走

出困境，掏出 3000元钱转身就走，高山

见状，硬把钱塞回他的口袋，耐心解释，

直到他心服口服。事后该厂长和别人

谈起高山，感慨的说：“如今的社会，自

从我走南闯北办厂，大官小官见的多

了，像高山这种清正廉洁的人还是头一

个。
1993年 3 月，高山的侄儿古某找到

他要求减免税收，他说：“交税是每个公

民应尽的义务，而且税法面前人人平

等，你作为我的侄儿更应带头纳税，不

要坏了章法”。侄儿被说得心服口服，

依法交清了农业特产税。高山在农业

特产税征管这条战线上带领他的同事

们用生命和满腔热血，捍卫了税法的尊

严，防止了财税收入的流失。
扶贫帮困  心系百姓

高山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他的言

行与钢铁乡的父老乡亲们息息相通，心

心相印。别看他在税收征管时“铁面无

情”，每当群众有困难时，他都能伸出温

暖援助之手，为他们排忧解难。
1997 年 9 月初，他了解到 3名贫困

村民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心里非

常难受，他立即发动全所干部奉献爱

心，捐款 300 元帮助他们交了学费，使

他们重返校园，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

去年教师节，他又捐款 170 元，包扶该

乡一名贫困学生读完初中。

1998 年初，高山了解到，该乡南京

坪村三户贫困户没钱买地膜、化肥，庄

稼种不下去，他又发动全所干部到各单

位“化缘”，共捐款捐物 1 300余元，和所

上同事们一起及时将化肥、地膜送到村

民家中。心急如焚的村民感到如同雪

中送炭，非常感激地说：“感谢党，谢谢

财政所，谢谢高所长，你们这样关心帮

助，我们一定要支持财政工作，按时交

纳税款”。高山带领他的同事们关心支

持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村民的支持

和信赖，年年提前超额完成农业税征收

任务。
（作者单位：陕西省宁陕县财政局

纪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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